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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媛”世界最近有点闹，系列产品上

新速度快得让人跟不上。不到 20 天里，

“佛媛”尚未全身而退，“病媛”已经粉墨登

场——还真是一“媛”未平一“媛”又起，

“媛媛”不断。

据健康时报报道，近日，网上出现了

一批“病媛”。她们总是在社交平台上声

称，自己患了甲状腺癌、甲状腺结节、乳

腺癌、抑郁症等。“病媛”们会先发一些带

着精致妆容的住院图文，介绍自己患有

某种疾病；过几天又称“已经痊愈”，开始

分享术后恢复心得。在此过程中，“病

媛”会向网友们介绍疤痕修复贴、保健品

等，开始带货，称自己亲自使用过，效果

很好。

毫无疑问，短视频和直播时代的到

来，催生了新的职业和经济模式，改变了

大众的生活方式，一些人因此找到了生财

之道，其中不乏有人动起歪脑筋，编故事

造人设，利用大众的善良，骗取流量变现。

可医院是什么地方？是救死扶伤的

神圣之地。很多大医院的床位非常难求，

而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上的这些“病媛”，穿

着病号服，化着精致的妆容，神色甜美地

在病床上半躺，声称自己患了癌症、抑郁

症等疾病，或者刚刚做了某手术。是不是

真得了病，有没有真做过手术，或许需要

求证一下，但精致妆容中透着几分诡异，

这是要出席晚宴的节奏吗？葫芦里卖的

是什么药也许看不清，病房里带的什么货

却是一清二楚的。

直播带货的生意做到病房里去了，还

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在医院里摆拍，医院

沦为营销场地，病床成了推销工具。这样

的行为，诚如被采访的医生说的：既是对

医学、医院的亵渎，更是对承受病痛折磨

患者们的不尊重。向消费者或病人们推

荐某些未经权威机构认证过的产品，更是

涉嫌虚假宣传。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不可

谓不严重。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想借助平台直播

赚钱，这可以理解。说起来打造人设、吸

引流量也是常规操作，但凡事皆有底线，

仅在“名媛”人设上，去年至今，从“拼单

媛”到“病媛”，画风越跑越偏：只要有流

量，凡事皆可表演，万物皆可为道具。殊

不知，这样的流量是毒流量，已经行走在

道德与法律的边缘，用这样的方式去赚

钱，真的病了。

“拼单媛”“病媛”，“媛媛”不断。生活

是假，虚荣是真；住院是假，带货是真。这

种流量的泡泡，绝不是繁荣，而是病相。

面对这样的病相，也许可以试着一问：怎

样才能不让下一个“媛”浮出水面？

假住院真带货，“病媛”犯的什么病

随着智能终端适老化改造的深入进

行，互联网门槛在老人面前变低了，有更

多老人享受到了互联网的便利。但新问

题随之产生，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沉迷

网络。不少 70 后、80 后叹气：既要预防孩

子沉迷网络，又要防止老人变“低头族”，

太难了。

客观上，如今不少老年人与人交流的

机会减少，不仅空巢老人，还有一些老人

为照顾下一代，随子女搬迁至陌生大都

市，脱离了熟悉的生活环境，内心孤独感

更加强烈。这种和社会脱节的孤独感是

老年人沉迷网络的主要原因。的确，网络

的吸引力太大了，忙得脚不沾地的打工人

尚且要抽空玩把游戏，更何况有大把时间

的老年人？

但不同于青壮年，老年人的身体机能

已经衰退，长时间使用手机，眼睛、颈椎会

有巨大压力。同时他们网龄较短，缺乏筛

选和辨识有效信息的经验，极易被虚假信

息所骗。还有一些老人被网上的骗子诱

导进行充值、购买保健品理财产品，结果

损失惨重。

一些老年人对手机的依赖，和他们在现

实生活中无人关照有关。有心理专家表示，

年轻人既然可以帮助老人成为数字生活的

主人，也应该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正确“触

网”。子女们要多花时间和心思，来满足老

人沟通陪伴的需要，与其担心老人放不下手

机，不如自己先放下手机常回家看看。

同时也要看到，社会节奏加快，青壮

年一代的压力越来越大，能陪伴老人的时

间不可避免地在减少。所以，老年人也应

该通过自身努力来解决问题，做好退休生

活的规划。比如，找一些有意义的、能胜

任的事，去旅游、学画画、搞创作，等等。

缓解精神空虚，不能依靠网络和手机，多

融入社会，多与人互动，多参加健康有益

的活动，生活就会更精彩。

另外，由于老年人网络保护机制相对

欠缺，很少会有手机 App 建立老人网络防

沉迷机制。我以为，这还是有必要的，可

针对老年人设置观看提示和关闭功能，提

示其甄别虚假信息，合理引导其注重身心

健康等，在使用时长等方面加以调整，达

到防沉迷的目的。互联网平台不妨参考

青少年防沉迷经验，推出“老年模式”，从

而推动老年人健康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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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长沙天心区一家超市的女

老板孙美华火了。据新华社报道，她在巷

子内开了一个小超市，超市所在的老街巷

夜晚没有路灯。2012 年的一个夜晚，一个

路过的年轻女孩问孙大姐能不能陪她到

家，并提出一个请求，想让小超市的灯关

得晚一些。孙大姐答应了。从那以后，不

论小店有没有生意，都会延迟到凌晨 2 点

闭店，而小超市门口的那盏灯则是到天明

才熄灭。

为晚归女孩留灯近10 年，照亮的不仅

是小巷，更有内心的善良。虽然不知道孙

大姐的经济状况，但从她在老街巷开小超

市来看，本该精打细算，不“浪费”每一度

电。然而，孙大姐却因为陌生女孩的请

求，10 年来照亮她回家的路，不计较任何

付出。

孙大姐说，灯亮着，路人就能感到更

安全一些。她朴实无华的话语，传递的是

一诺千金的力量。10 年的坚持，让这份平

凡的善意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

每当夜幕降临，走过昏暗的老街巷，

总会感到些许不安，一盏灯往往能带来更

多的安全感。尤其是孤身走夜路时，看到

前方有一盏灯亮着，内心会涌起一阵激

动。温暖的灯光，给困顿无助者带来光

明，获得前进的勇气。孙大姐点亮10年的

那盏灯，温暖了夜归人，也让公众感受到

灯光背后的一颗善良之心。

如今，孙大姐的善良已溢出那条街

巷，传递给了全社会。凡人善举，彰显的

正是人间大爱，这种爱的传递将会连接起

守望相助，让社会更臻和谐文明之境。

芸芸众生，绝大多数是平平凡凡的

人，所遇到的事情也基本上不是什么大

事。只要心中有爱，就能在平凡的生活中

做出不平凡的选择。

一年前，钱江晚报曾报道一群高铁站

大叔三年如一日守护弱视女孩卢夏求学

路的故事，网友们纷纷为这样的人间温情

由衷点赞。同样也是普通人之间的默默

守护，形成了世上最动人的温暖。

遇到有困难者主动伸出援助之手，本

来就是一种传统美德，也彰显着一个社会

的文明程度。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变化，这

样的关怀与爱护都会受到重视。愿我们

的身边有更多像孙大姐这样善良的人，愿

我们彼此温暖以待。

小巷一盏灯，照亮内心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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