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名女子在网上晒出了自己家的

阳台，原本用来晾晒衣物的阳台上挂满了各

式各样的袋子，变成了“塑料袋回收站”。女

子表示这些袋子都是父亲平日里收集的，自

己也没少因为这个习惯和父亲拌嘴。现在父

亲回老家去了，才发现原来这些袋子，都已经

被父亲清洗分类好，用起来也十分方便。

网友们说，这飘在阳台上的塑料袋里，

充满父亲满满的爱。而我却觉得，父亲清洗

过的塑料袋里，除了对子女的爱之外，还充

满了另外一种爱，那就是对环保事业满满的

善心。这份对地球母亲的爱和善，虽然平

凡，但也很可贵。

有些人谈到环保，言必谴责违规企业，

这确实是一种“大恶”，但是要看到，环保飓

风日益严厉，但环保的压力仍然与日俱增，

为何？

以塑料污染为例，在四大洋的深处，遍

布着大小不一的由废弃塑料组成的“塑料

岛”。在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一万多米

的深度，也照样找得到塑料微粒。这可得“归

功”于日常人们的不良生活习惯，所谓“小恶”

累积的结果。

对于违规企业偷排的“大恶”行为，我们

当然一如既往地予以谴责与监督，但是除此

之外，我们也要做好身边举手之劳的小事。

比如，尽量少使用塑料袋，冲洗东西时将水龙

头关小一点，下班时随手关掉电脑和电灯。环

保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事，也自然应当从身

边平凡事做起，杜绝掉浪费水电等等的“小

恶”，世界将会更美好。

有些网友，对文中这位父亲清洗塑料袋的

做法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但我坚定地以

为，“环保”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两个字，而是要

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既要打击“大恶”，也应

当不容“小恶”，更应当践行清洗塑料袋以重复

利用之类的小善。因为“小恶”会发展演变为

“大恶”，小善也能积聚成大德。

本报评论员 项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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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好人有好报”的暖闻，

令人倍感温馨。

事情源起于 6 月 4 日凌晨的一场火

灾，郑大姐见义勇为救了一家四口，引

发嵊州全城寻找。

鉴于郑大姐的义举，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联合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要为

郑大姐颁发奖金。没想到，郑大姐却说

不要奖金，只希望能帮自己在特殊学校

上学的女儿找找工作。

就业的意义不只是找到一份谋生

的工作，更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刚需。对

于特殊孩子而言，更关系到他们能否顺

利融入社会实现独立生活。可怜天下

父母心，为了陪伴特殊孩子的成长，父

母们已经无怨无悔地付出了很多，但不

可能永远陪在孩子身边。如果特殊孩

子不能找到适宜的工作，一旦父母老

了，就会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令人欣喜的是，郑大姐想帮女儿找

工作的报道发出后，嵊州团市委迅速介

入，帮思思找到了工作。据悉，思思即

将入职的浙江晟达包装有限公司是当

地的一家福利企业，原本公司里就有30

多名残疾人员工，也招收过几名智力障

碍的员工，所以在工作车间里，思思应

该能很快适应。找到了工作，思思很开

心，也为郑大姐的见义勇为续上了一个

圆满的句号。

特殊孩子的比例虽然不高，但鉴于

庞大的人口基数，其绝对数字并不低。

郑大姐因为一次无意之间的义举，解决

了女儿的就业问题，其他特殊孩子能获

得这样的特殊照顾吗？能引发媒体关

注的特殊孩子，毕竟只是少数，能否引

发对这一群体的后续思考，让所有特殊

孩子不必凭某种“特殊照顾”也能顺利

就业，是文明社会应有的人文厚度。

解决特殊孩子的就业问题，特殊教

育学校本身也要发力。除了正常的照

顾之外，也要尽可能对这些特殊孩子展

开相应的职业素质教育。嵊州市育才

学校就尝试向职高延伸，开展汽车美

容、糕点烹饪、智能种植等职业教育课

程，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据悉，2021 年

毕业生中，已有７人分别在 4 家企业就

业。

关爱特殊孩子，不能只限于“好人

有好报”，还有更多的思思在等待着社

会的制度化关怀。

特殊孩子就业，期待制度化关怀

网友“张杰”：选对另一半有多么重要。

网友“陶然”：这样的生死与共，如果反

过来能做到吗？在今后的岁月里，如果男

人发达了，千万不要辜负这样的好老婆！

网友“HappyLiu”：患难见真情，太难

能可贵了。现实中反例太多太多，看到这

样的正面例子，不禁为小伙感叹人间值得！

网友“大风车”：对于还没领证的能做

到这样，真的是很不错了！

网友“舜皇山人”：所以运动，保持健康

是最重要的⋯⋯

网友“Grace 格瑞丝”：生命是希望，爱

是力量。

网友“蔡伦”：去感受生命的不易，给自

己的身体做好预防。

新闻回顾：31 岁的孙维（化名）因患重

症急性胰腺炎在重症监护室度过了 6 个

月。“有好几次，我都怕他醒不过来了。”其

间，他的未婚妻小乐（化名）不离不弃地陪

伴着。奇迹最终眷顾了这对从广东来浙江

打拼的年轻人。6 月初，孙维从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出院，两人有了新

的希望。

这样的未婚妻，人间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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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 子 不 必 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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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厚度。

特约评论员
胡欣红

这几天，一位抖音博主水星走红

网络，不仅上了微博热搜，还被央视点

赞。水星其实是浙大考古学在读博

士，一位 95 后女孩，从 2019 年创建账

号开始，目前共发布 80 多期视频，获得

点赞 1064 万次，收获 176 万粉丝。

水星拍的视频，深入浅出，既有专

业知识的积淀，又有讲故事的能力，娓娓

道来，又悬念重重，把科普视频拍得像侦

探剧。一期视频《墓葬防盗教科书》，讲了

一个墓主人和盗 墓 贼 斗 智 斗 勇 的 故

事。这么一个颇具匠心的视频在抖音

播放量数千万，令她一天涨粉30多万。

视频的顶流一般来自娱乐、美食、

话题人物、健身达人、旅行博主等，凭借

专业知识跃上顶流的并不多见，何况还

是考古这样的冷门行业。水星的成功

将大家的视线引向一片更广阔的空间，

不止有明星能成为顶流，知识也同样可

以成为顶流，也一样可以获取可观的眼

球效应。

水星的成功并非孤例，新东方的董

宇辉在直播间的爆红是源于知识的力

量。最近几天，一则科普医学知识“卵

圆孔未闭”的视频在杭州人的朋友圈热

转。创作者是浙大邵逸夫医院心内科

主任医师、房颤中心副主任孙雅逊。相

比于考古，这是个更专业更晦涩的话

题，可是经过孙医生的讲述，用颇具文

艺感的画面，再配上《花样年华》的背景

音乐，让这一非常专业的话题出了圈。

其实知识的影响力以及公众的求

知欲一直以来被低估了。张朝阳拿起

教鞭讲物理课，视频流量就非常可观，

他讲的可不是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的

中小学物理常识，而是相对论、量子力

学等，可照样能让人听得津津有味。很

多时候，这种需求只是被高筑的专业门

槛给抑制住了，大家无法以一种相对从

容的方式平视知识、拥抱知识。

不需要怀疑知识的力量，需要做的

是改变传播方式。我们可以从这些爆

红的视频上找到一些共同点，比如对专

业知识精准的把握，学会用大众的思维

和视角进行解读和精良的制作水准等

等。水星一开始尝试在抖音上做考古

科普视频时，拿出了学术研究的严谨。

短短几分钟的视频，查阅书籍、论文，撰

写文案就要两三天。拍成视频花的时

间就更多了。可是效果却不尽如人

意。经过反思，她探索出了一个讲故事

的方法，“先用有趣的故事情节或悬念

吸引网友们的注意力，再慢慢讲到较为

深入的观点。”视频很快获得了成功，频

频冲上抖音热榜。

一直在说知识曲高和寡，变现很

难，选择知识很多时候要与青灯为伴，

与清贫为伍。视频平台的出现、自媒体

的兴起、传播方式的改变，含金量的提

升给了更多人发挥自己特长的舞台。

他们的努力并不会冲淡自己的专业色

彩，反而会丰富公众的视野，推动社会

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让“知

识就是力量”的信念更深入人心。

学问成就顶流
彰显知识的力量

视 频 平 台 的
出现、自媒体
的兴起、传播
方式的改变，
含 金 量 的 提
升 给 了 更 多
人 发 挥 自 己
特长的舞台，
推 动 社 会 形
成 尊 重 知 识
尊 重 人 才 的
风气。

本报评论员
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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