
4月9日，美联航一名乘客在芝加哥机场

航班上被安保人员强行拖拽下机，并遭遇暴

力对待，相关视频被上传社交网络后，激发了

众怒。这两天，该话题仍持续发酵，演变成为

一起全世界关注的公共事件。

目前，不仅美联航总裁已就此事道歉，连

美国政府白宫发言人斯派塞都对事件表示关

切。他表示，任何看到视频的人，对一个人遭

到那样方式的对待，都不会无动于衷。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例行记者会上也对事件

作出回应，表示已关注到这起发生在美国国

内的不幸事件。

这事件之所以让全世界人民都震惊了，

除了因为相关视频传播广泛，画面情节让人震

骇不已，还在于事件在发酵过程中，触动了包

括消费服务、人身权利、航空公司“霸权”以及

种族歧视等多个关键词，从而引发了广泛而激

烈的讨论。就此而论，这起事件已经不是一起

简单的消费权益事件，而应放在基于互联网传

播的全球性文化冲突的背景下进行审视。

不过，由于前期事件的细节不明朗，其中

也存在一些误读的地方。例如，这名被强行

拖拽下机的乘客一开始被认为是华裔美国公

民，因此激怒了许多国内网民和美国华裔，把

这当作是一种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事件。而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回应，受伤害的乘客是越

南裔美国公民。

又如，美联航一开始说明，这是乘客不配

合公司航班超售政策所致，从而引起了许多

针对航班超售问题的讨论。而根据最新消

息，美联航已承认，事发时该航班并不存在超

售情况，抽取4名乘客下机只是为了安排4名

公司机务人员，以便他们次日能够及时到

岗。这就是说，导致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不

在于超售，而在于美联航处理问题不当，粗暴

对待乘客。而且在这里，美联航对全世界公

开撒了一个谎。

在了解上述事实后，我们应当就事论事，

把这当作是一起伤害乘客合法权益、侵犯乘

客基本人身权利的事件来看待。这是一起美

国公民在美国境内遭受暴力执法的事件，如

何调查和处理事件是美国执法部门的事情。

但这件事情确实也值得引起高度关切，因为

在全球人员频繁流动的背景下，航空公司粗

暴对待乘客的做法，同样可能发生在任何人

头上。像这种粗暴对待消费者、漠视合法人

身权利的做法，理应受到谴责。

超售是一种国际惯例，国内航空公司

也有类似的做法，也发生过纠纷。这种机

票销售模式固然可以使航空公司节约资

源，实现利益最大化，但也极易引起消费纠

纷。超售政策能够顺利实行的必要前提

是，充分尊重乘客意愿，并且给出让乘客能

够接受的补偿。换句话说，这应当是在双

方你情我愿的情况下执行，而不能单方强

迫乘客接受。

可以说，美联航在这次事件中，从头到尾

的处理方式都是极其错误的，这样做最终必

然受到市场的惩罚。对此，国内航空公司应

引以为戒，谨防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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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海归潮正

在形成，记者从11日召开的2017年留学人员

回国服务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获悉：截至 2016

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65.11万人，

其中2016年回国43.25万人。

在这些学子中，有“千人计划”这样载誉

而归的，也有求职碰壁回国的。广东留学生

吴某在美国留学 8 年，前后花了 400 万元，没

能如愿留在美国，到香港找了份工作，如今正

在为什么时候回本的事发愁。

以前，收入不高，留学国外只有公派等少

数几个渠道，普通人要出国留学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现在有了经济条件的支撑，越来越

多的人自费出国留学，这原本是好事。一些

家庭能拿出 400 万这样的巨资让孩子留学，

有些人反对，认为是浪费，有些人则赞成，但

不管怎么说，都体现出了对教育的重视。

真正应该追问的是花了这么多钱，你学

到了什么。发达国家教育的精华在于它的高

等教育，除了知识，还有它对独立的人格、思

考的习惯、科学的素养、创新的意识、冒险精

神的追求，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正是国内高等

教育欠缺的。他们的一些高水平的大学教育

成功地支撑着代表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科

技。要缩小差距，需要更多的人走出国门，将

这种优秀的基因带回国内。从一百多年前第

一批留学生开始，一代代年轻学子走出国门，

他们有的成为就读国家的精英，有的回国以

后又成为中国社会的顶梁柱。总体来说，它

体现出了自己的价值，证明在出国留学这件

事情上，合理的花费，是值得的。

应该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教育，美国

实现不了的抱负，中国可以给你施展的舞

台。对于一个高精尖的人才，国内求贤若渴

的企业多的是，愿意开出高价的也多的是，

“千人计划”专家全国各地抢着要，大概美国

也不会对你关上大门。可是你如果拿回一个

海归的文凭，但所具备的能力却是跟国内二

三流大学差不多档次，给你 5000 元的月薪别

人也许还嫌贵呢！400万什么时候能回本？

别把歧视挂在嘴边，认为融入美国很

难。美国的很多大学生自己攒学费，自己拿

奖学金的时候，你在干嘛呢？这 400 万中，有

多少是学业所需，有多少是浪费是奢侈？8

年时间，能干的事太多了，而很多人却把时间

浪费在虚度光阴上。拿着父母的钱，却没有

体现出相应的责任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得

到别人的尊重？

海归的起薪下降也算是市场的理性回

归。人们开始学会用能力和价值，而不是拿

文凭说话。同样是花了钱，有些人只能找

5000 元月工资的活，有些人在重要岗位能独

挡一面，市场会理性估值，你能怪谁呢？

一些留学生身上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这

个原本被视为精英阶层、有着强烈奋发图强

精神、被视为年轻人楷模的群体，越来越鱼龙

混杂、名不副实。优秀的人走遍世界，而另一

些人则四处碰壁。没有珍惜难得的学习机

会，没有培养起责任意识，自己迷失了自己，

没有传承好优良的精神，相反在很多人身上

却成了纨绔子弟的代名词。这样的人在美国

没有容身之所，是很正常的事，在国内得不到

好的评价，也在情理之中。

每一个立志留学国外的学子和家庭都要

想清楚了，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抱怨社会一

点意义都没有，如果你只是抱着镀身金的想

法而去，多半是要失望而回的。这样花掉的

钱确实意义不大。

真正痛心的是花了400万，啥都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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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航空公司应引以为戒，

谨防重蹈覆辙。

我爱故我评
爱上评论

钱江晚报评论公号

爱上评论

“爱上评论”为本版公号，欢迎大家多多

关注、多多留言、多多转发。4 月 12 日 A16

版本报评论《奋斗不仅为了房子，更是为了理

想》在网上引发热烈讨论，留言相当精彩，我

们选取部分留言，以飨读者。

@非：尽管房子现在很贵，但终究用钱能

买到；而理想是美好的，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

@东东：失衡的价值崇拜让理想变成奢

侈品，让逐利吹响冲锋号！城中一套房，能让

你成为别人眼中的香饽饽，而奋斗一辈子，会

让你成为别人眼中的傻大个，在什么都讲快

的当下，的确应该停下来，好好看看自己的路

在哪里？该如何走？

@蔡：王胜地有一套房，而且还是二环

内的，他是幸运的。但千千万万的毕业生在

一线城市艰辛打拼，却无力承担有套房的梦

想。如果有一天让青年们的青春不再为房而

为理想而奋斗，那是国之幸事！

@思想者：呵呵，房子是理想的现实目

标，理想生于屋檐之下,飞翔于明天之后。为

房起步奋斗，而人之欲望绝不会任由理想止

步于屋子里。

@阿苏婆婆音：卖房创业这种事情就个

人观点而言实在不可行。原因如下：1.创业

资金有很多别的来源，比如先辛苦工作攒几

年，比如向银行贷款，多几个志同道合者拼凑

一下，不至于卖房；2.房价只涨不跌，当初四

百万卖出的房如今一千万也买不到，单从这

方面算就亏了六百万，完全没办法；3.创业成

功者少之又少，敢问中国有几个马云，而房子

却是安身立命之所；4.最后谈到幸福感的问

题。有些年轻人在背着房贷的过程中仍旧不

断追逐理想，在还清房贷的过程中也能体会

到成就感和幸福，而卖房创业也不一定就能

提高幸福指数，如果创业不成功，又没有安身

立命之所，生活漂泊不定，实在难言快乐。幸

福指数是由自己的心态和生活方式决定的，

而非卖房创业就能提高。总而言之，理想是

可贵的，追逐理想更是不能放弃，但方法有很

多种，没房需奋斗，有房应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