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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个论

国内高空挑战第一人吴永宁失手坠楼，对

其家人和女友来说，是一件惨痛的悲剧，对社会

来说，亟需加强对类似“极限运动”的管理与引

导，既要鼓励敢于挑战的精神，也要强调人生安

全与公共安全。勇于探索不是盲目玩命。

斯人已逝，是是非非却并未随之而去。

最近，一段吴永宁失手跌落的视频在网上流传

开来。在这段视频上，清晰记录了吴永宁在生

命尽头最后的尝试并最终跌落的画面，每一个

看到这个视频的人，都不由得心头一颤。不管

出于何种目的，将这样的视频发布到网络上，

都是对死者及其家人极大的不尊重。

这个视频，是吴永宁生前最后一次挑战

高空建筑的视频，由他自己架在边上的手机

拍摄的。他去世之后，手机到了他爸爸手

里。某媒体记者前往采访的时候，提出来要

看一下他的手机，并当着其父的面对视频进

行了翻拍，当时家人并未阻止。随后，该媒体

记者就将视频发到了网上，引发质疑。

吴永宁女朋友在微博上悲愤地表示，“今

天突然看到这个视频，我哭死。吴咏（永）宁

一家善良，你们说要看手机，他爸爸就给你

们，没让你们发出来。考虑我们家人的感受

吗？如果你们再不撤下来，等着我的死讯消

息。让你们赚钱。让你们继续曝。”在舆论的

压力下，该媒体撤下了视频，并进行了道歉。

人们可以对吴永宁的行为表示不理解甚

至批评，直至进行反思，但他的死无论如何都是

一件悲伤的事情，他作为死者的权利应当得到

他人的尊重。媒体可以报道，可以评论，但不应

该为发布所谓独家信息，在没有征得家人同意

的情况下，贸然发布视频，是缺乏操守的行为，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样残酷的视频，对

观看者来说，也极易引起心理不适。作为媒体，

无论通过什么手段获得类似视频，也应当慎重

公开，以免对死者、对家属乃至社会造成伤害。

在眼球经济时代，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

用来吸引眼球和流量。作为社会运行的基本规

则，某些底线是不能触碰的。比如，人与人之间

相互尊重的底线不能破，公序良俗的底线不能

破，与人为善的底线不能破，媒体的职业操守不

能破。为了争抢所谓的独家，而悍然破坏底线

的行为，是任何辩解都无法洗清的耻辱。

从这件事上，媒体从业人员更应该警

醒。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应当有

共同的底线意识。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

代，更需要克制追求独家轰动效应的冲动，慎

重再慎重，考证再考证，消息报得早一点晚一

点有什么要紧呢？受众早已信息过剩，反倒

是有观点有态度有分析的见解和观点，才是

真正无可替代的独家。

传播坠楼视频，戳破底线

教育是一个通盘的计划，不

能到最后又归到高考的指挥

棒下，那样的话，再多的努力

都会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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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

准》，近日颁发。很多内容因为直接关系到义

务教育的走向，所以颇受关注。

其中有很多亮点，比如不举办任何形式

的入学或升学考试；控制考试次数，考试成绩

不进行公开排名，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

唯一标准。又比如，规定小学生的睡眠时间

不少于十小时，初中生不少于九个小时。

管理办法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将对

义务教育的开展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可是

这样的愿望，一不小心就很容易给执行歪

了。不将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

准，提了也很多年了，可为什么社会还是普遍

反映现在的孩子，负担太重，压力太大呢？奥

数班里人满为患，奥数竞赛取缔了一次又一

次，仍然没有得到根治。这说明，现实中仍然

具有很强烈的需要，推动着社会走向它不愿

意走的另一面。

比如，不搞考试排名这事该怎么办？现

在的应对措施，排名是没有了，直接公布成绩

的也很少了，但划区间、分等级还是很常见的，

五分一个档次划区间，这跟排名其实并没有太

大的差别。还有小学生十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又该如何保证？学校可以少布置点作业，少安

排点任务，可家长恐怕很难闲得住，学校不给，

就到社会上找，各类培训学校的火爆，说明，减

负担这样的事，并不是一纸文件可以解决的。

不搞排名，公办学校实施起来没有太大

的问题，民办学校该怎么办？不分个高低，民

办学校又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学生？你不让考

试，它就拿各种竞赛成绩作为甄别标准，为了

抢得先机，家长只好不停地报班补习，结果搞

得大家更累了。民办学校存在的这些问题不

解决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社会对公办学校的评

价。不搞排名，有教无类的公办初中在竞争

中处于劣势，而更强调竞争意识、成绩观念的

民办学校则在竞争中风光无限，这样一来，社

会的价值观也会被带走样。

不把成绩作为唯一标准，在义务教育阶

段可行，可是在高中教育阶段是否可行呢？

高中教育是否做好了不唯分数论的准备？教

育是一个通盘的计划，不能到最后又归到高

考的指挥棒下，那样的话，再多的努力都会打

折扣。义务教育的沉重压力有很多来自于教

育本身，更多则是义务教育以外给的。

让小学生睡足10小时，能办到吗

在眼球经济时代，并不是什

么事情都可以用来吸引眼球

和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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