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0日，童星出身的王源因聚会被拍到

在公共室内场所抽烟，引发大量关注。与“王

源抽烟”一起沸腾的，还有“童星长大”话题。

对于王源本人而言，从积极出席公益场

合，到当选联合国青年代表，长大更像是一场

载誉加冕的旅程。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

“长大”更显“沉重”，被上纲上线，收获的不再

是鲜花和掌声，而是骂声一片。

从王源上回凭借新歌《没有真正的感同

身受》登上微博热搜后粉丝们的反应来看，他

们并非无法接受这位“邻家男孩”一夜长大，

从“乖乖牌”摇身变为“成人版偶像”。事实

上，歌中透出的真诚而略显深邃的成长反思，

让粉丝普遍感到欣慰。令他们无法接受的，

是王源做出超越“正常成长”范畴的出格举

动，譬如此番在公共场合抽烟。

回归更广阔的公众视野，作为年满 18 周

岁的成年人，王源抽烟无可厚非，但应对自己

的行为完全负责。舆论的汹汹谴责，直指的

并非其昔日童星的身份，也不是抽烟行为本

身，而是其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公共室内场所

抽烟，带头违反控烟法令。

这看似只是做了一件不大的错事，却暴

露了王源缺乏社会担当的问题。须知，王源

作为青年偶像，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青少年

的模仿标本。这一次的做法，不仅使其本人

深陷舆论漩涡，面临不光彩的行政管理处罚，

还将对公众特别是青少年造成巨大误导。

有网友猜测，王源太想进入成人世界，具

备成年人的特征，抽烟是他告别未成年摆出

的姿态，但正如其道歉声明中总结的，“一定

会以此为鉴，成为更好的大人”，公共场合抽

烟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成为大人”的方式。

而在三观极度“洁癖”的社交媒体时代，这样

的行为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暴击，把粉丝打了

个措手不及，也让王源过去的阳光好少年形

象一去不返，不得不蒙受粉丝流失、点名批

评、公开道歉等惨重损失。从这一角度来看，

王源并未真正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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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成长
不是在公共场合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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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安徽省砀山县委常委、副县长朱明春化身主

播，和网红主播薇娅，共同直播推介砀山县特色农产品。

“网红县长”不是扶贫的“万能钥匙”，电商扶贫还需因地制

宜。自脱贫工作开展以来，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仍然约有

400个贫困县、近3万个贫困村以及数量不少的农村贫困人口

数量，所剩深度贫困地区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些“硬骨头”

要如何啃下？是否适合采用电商扶贫？采用电商扶贫应该如

何运转？这些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考量，而不是复制粘贴

“网红县长”的扶贫方式。“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

之举在于精准。”是以扶贫开发可以靠电商扶贫突破进展，电商

扶贫可以靠网红直播拓宽思路，但更重要的是，避免方式上的

复制粘贴所带来的水土不服。

与其靠县长变网红，不如让产品当网红。电商扶贫是扶

贫工作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迎合时代发展的趋势，但要真正

闯出一条路，不能只靠一朝一夕的新鲜形式，而要靠产业内核

去激发电商扶贫的潜力。一方面，既要充分利用电商跨地域

的优势，在电商平台所搭建的桥梁上充分扩大市场；另一方

面，也要为农民普及基本的市场知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难

题，在了解市场的基础上，调节产业结构，打造品牌特色。在

产品产业化的发展上，借助电商的优势，实现真正的脱贫。

秦聪：湖南师范大学新闻学

电商扶贫不能只靠网红县长

一个流浪 26 年，曾是上海徐汇区审计

局公务员的长病假员工沈巍在一夜间红

了，而红的原因是他出人意料的“知识渊

博”。“流浪大师”这样“一箪食一瓢饮”、

“大隐隐于市”的读书人形象着实弥补了互

联网世界里这一人设的空缺，但能以迅雷

之势成为茶余饭后的闲谈和自媒体争抢的

头条话题不是凭空而来的。

“大师”这样的词汇大抵是对知识分子

最高的称谓了，而网友们大方地给予了沈

先生这个头衔。沈先生确实有些文化，很

爱 读 书 ，但 称 之 为“ 大 师 ”有 博 噱 头 的 嫌

疑。知识阶层应当是社会群体一重要组成

部分，通常有着独立的态度和对社会文明

发展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自古中国知

识阶层群体里，大多数仰仗于官授的头衔，

只有少部分得力于民间力量的推动。这之

间的话语失衡也是沈巍走红的深层社会原

因。

当然，沈先生明显不是想吃直播这碗

饭的。我想他有更大的抱负：做一个自洽

的读书人。对于沈先生来说，有想法与大

环境不相容时，充分自洽成了保全自我意

识的有效途径。正如二十年多前，别人认

为 他 提 倡 并 践 行 垃 圾 分 类 就 是“ 脑 子 有

病”，于是乎他被单位“病假”，隐身而退。

在我看来，许多人之所以有帮助沈先生之

心抑或看热闹之好奇，恰是因为自己太多

时候妥协于大环境，以至于有心有余而力

不足的情愫，而另一方面，这样的形象符合

了人们对于穷书生的充分联想。人们发现

这样的爱读书、有想法的人居然会生活如

此不堪，油然而生的反智性优越感激发了

好奇。

网络的可能性就像一个万花筒，不论

什么时候你都能凑近眯起眼尽情去观望，

尽情去想象，但当那一幕幕迷幻的景象出

现在现实时如何逃离就成了互联网时代一

个人类亟待解决的问题。沈先生就是其中

一个逃离者。面对一大波主播的“围猎“，

如今沈先生原本宁静的生活变得支离破

碎，纵然现在他一身笔挺西装，也难掩一个

读书人失去自由的尴尬。一群自以为正常

的人为了某种目的去蹭一个不被认为是正

常人的热度，而事实上，大概只有那个不被

认为是正常的人才是唯一正常的人。倘若

社会仍无法具备抵制浅薄趣味的自觉和理

智的商业基础，散落一地的恐怕只有直播

的廉价狂欢。

王思聪：天津商业大学财务管理

沈巍走红的背后：
文化人的无奈与直播的狂欢

日前河南濮阳一美容机构因朋友圈发动态惹上了麻烦。

为了配合活动开展，该机构下发了一则“奇葩”通知，“要求公

司所有员工必须将夫妻或者情侣合影晒于朋友圈，没有做到

者，一律劝退。”

员工个人的微信朋友圈是属于其私人空间，想什么时间发，

想发什么内容，只要不涉及违法违规，当由员工自己决定，这属于

员工的个人自由。员工的个人朋友圈不是公司营销的官微，相

关企业也不应该混淆公私界限，强制要求员工夹带“公货”，干涉

员工个人自由，侵犯员工的合法权益，这显然是于理不合的。

从法律角度而言，公司强制要求所有员工必须发朋友圈，

对于没有做到者，一律劝退，这样简单粗暴的做法是毫无法律

依据的。我国《劳动法》第四章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只有在

“员工试用期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

章制度的、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等

其他一些特殊情况下，才可以依法解除合同。而不是凭借一

纸“奇葩”通知中的“奇葩”理由，对于员工没有接受公司要求

在朋友圈“秀恩爱”的，就可以作劝退员工的理由和依据，这显

然是于法不依的。同时公司企业更不能因为员工的“饭碗”捏

在自己手中，就可以为所欲为，业大欺“员”，管理行为肆意延

伸到员工私域范畴，对员工附加额外义务。

汪博：安徽大学广播电视学专业

强制员工“秀恩爱”要不得

5 月 19 日，《河南省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实施方案》正式发

布。方案中明确指出，严禁节假日、双休日补课或者上新课。

同时，不得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者让家长代为评改作业。

教育部门提出给中小学生减负概念已非一日两日了。曾

经看到过这样一个视频，大致内容是有位记者采访老师，问她

觉得平时给孩子留的作业多吗？老师回答说不多，一天就一

张卷子。此时学生异口同声回答说，那我们一天就要做六张

卷子！晚上做作业都要做到十二点了！既然 20 年前就提出

给中小学生“减负”了，为什么现在仍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笔者以为原因有三。一是“上面”的文件下发到了地方教育部

门，而地方教育部门并没有制定具体的操作措施，在中小学教

师布置作业的监督上成效差。客观上也因为此项工作的难度

和工作量也比较大。二是学校追求升学率，迫不得已给学生

“增负”。三是地方教育资源不平衡。对于这些学子而言，如

果平时不加“包袱”，比别人更努力，高考怎么办？

王啸：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2016级广播电视学

中小学生减负不应成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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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二维码，

阅 读“ 大 评

赛”优秀作品

集。

由浙江大学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大学生新闻评论大赛正火热进行中。新

闻评论大赛有助于展现当代大学生关注时事、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精神风

貌。此届大赛从 4 月 28 日开始，截止 7 月 17 日。欢迎大学生读者广泛投

稿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