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16

·评论
2023.7.21 星期五 责任编辑：吴秀笔/版式设计：管继承/责任检校：刘宁宁

近日，一张在机舱内手拿奶茶的照片在网上流传。

据报道，这位春秋航空的空乘人员，7 月 19 日在社交平台

上发布言论，称“什么货色都能坐飞机了，暑运就是运××

的”。

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感。网友们纷纷

表示：“太过分了！”“应严惩此人！”“真热爱自己职业绝不会

说出如此言语！”对此，春秋航空工作人员回应：目前该空乘

已被停飞，后续会根据员工手册上的规定进行处理。

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报道中

空乘人员的言论，不是和人吵架时的冲动话语，而是发在

社交平台的文字，足见其人看待乘客的真实态度。把自

己的服务对象唤作“什么货色”，一下子照出了其内心活

动的魅影。平日里穿着美丽制服，身处云端，就真的以为

高人一等了吗？用语之粗鄙，谓之“金玉其外”，恐怕也不

为过。

坦白说，一直以来，空乘职业在我们的社会中备受推

崇。空姐的选拔相当苛刻，保持形象也有赖于长期坚持，

从事这份职业确实不容易。但抛开光环之后，跟其他职

业一样，也需要通过展现职业素养去实现工作的价值，做

好服务是它最本质的内涵。只不过，总有一些人自认为

高人一等，将职业歧视和个人偏见带入工作，所言所行令

人遗憾。

近年来，一些空乘人员的“丑言丑行”屡屡被曝光，着实

拉低了这个职业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形象。不久之前，“不会

说英语就不配有毛毯”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作为服务行

业，收着乘客的钱，服务人员连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职业

道德和素养又从何谈起？

当然，空乘人员在工作中的表现，一方面与本人的职业

素养有关，另一方面也凸显了航空公司的管理水平。一再

出现空乘人员侮辱乘客言论之类的事件，对航空服务业无

疑是一次提醒。公司应借机重塑管理体系和企业文化土

壤，空乘专业院校则应为学生扣好“第一粒扣子”，树立正确

的价值导向，重申尊重每一位乘客的服务理念，并让这种理

念真诚“落地”，为乘客提供安全、舒适、优质的服务，而不是

用无知、粗俗的语言嘲讽和贬低乘客。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给予所有顾客基本的

尊重，这是服务行业的担当和责任。空乘人员的职业素养，

不能总是在云端飘。若总是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高

人”，迟早会被乘客拉下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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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高考普通类第一段平行志愿

投档线出炉，考生们将陆续收到通知书。“天

坑专业”，这个在填报志愿时的热门话题，再

度引发关注。一些专业被某些自媒体、网友

吐槽为“天坑”专业。

给专业冠以“天坑”之名，无疑是来自

主观层面的直接否定。可如果社会大众

都知其“鸡肋”甚至“无用”，那为何各所高

校依然要开设这些专业呢？是专业设置

不合理，高校枉顾就业现状与用工行情，

强行“逆流而上”，还是社会大众对部分专

业认知不足，判断过于主观或者是有失偏

颇呢？

客观来讲，不同专业之间，本身并不存

在好坏之分。一个专业的诞生与设立，是经

过多个机构、多个群体结合大众诉求、社会

要求、国家需求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

而得出的结果，更说明它在某种程度上合乎

事物发展的规律。同时，一个专业的价值并

不能单纯通过就业率来评判。

从另一方面来说，选择了热门专业，是

否就当真高枕无忧？互联网、金融、法律等

专业是不少人眼中的香饽饽，甚至被认为是

高收入阶层的入场券。但是实际情况是，这

些行业的内卷现象日益严重，同质化的毕业

生连年供大于求，甚至部分名校相关专业的

毕业生也拿不到理想的工作。

其实，所谓专业的“冷”与“热”都是相对

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常会发生变化。退

一步说，或许因为今天的“冷”，导致报考人

数减少，反而在明天选择就业时，少了许多

竞争压力。

抛开就业相关的问题，就专业选择而

言，社会各界还应当对孩子们做出的人生选

择，给予足够的理解与尊重。“子非鱼焉知鱼

之乐”，没有深入了解，又如何知道做出这个

选择背后的努力与热爱？选择一门专业，并

不是单纯捡起一块求职的“敲门砖”，更多的

是为自己的理想“扬起风帆”。

面对网络上纷杂不堪的志愿指导、参差

不齐的专业建议，应当理性看待。一方面，

给目标明确的孩子提出建议，选择什么专业

可以更好地施展身手；另一方面，也可以帮

助有不同诉求的孩子，选择兼顾理想与实际

的专业，做出更合乎情理的指导。

高等教育不等于谋生教育，专业技能更

是远高于生存技能。与其去讨论一个专业

“坑不坑”，不如让孩子们看到，所有行业成

功背后需要的努力与付出、奋斗与决心。只

有这样，才能尊重每一个选择，不辜负每一

份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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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上午，为考清华复读 14 年的考生唐尚珺在社交

平台发布视频称，他所填报的四个高考志愿都没有录取上，

已被“退档”。

唐尚珺填报了华中师范大学的物理和化学两个专业，都

是公费师范专业，没有选择服从调剂。唐尚珺表示，之所以

这样填报，一方面是以为自己的分数能被录取，感觉比较稳；

另一方面是其他专业不适合自己。华中师大回应称，唐尚珺

过了提档线，但师范专业分数线逐年攀高。

在高考这件事上，唐尚珺复读 14 年，执着 15 年。或许在

他自己眼中，是梦想的驱动，但在其他人眼中，有人敬佩他为

梦想执着，也有人认为他是在原地踏步，在做无意义的“困兽

之斗”。

可是，命运齿轮转动，好像又给他开了一个玩笑。他本

以为这次考上是“妥妥的”，没想到等来的却是“退档”这样滑

铁卢式的打击。兜兜转转，人生造化弄人，唐尚珺似乎还是

没有走出自己的“方寸之地”。

15 年来，天时、地利，有时到位，有时缺席，唐尚珺的内心

执念都没有将他带出那个“方寸之地”。“清华梦”是唐尚珺曾

经的执念，而从他这次志愿填报的情况来看，他的执念并不

止这一面。人当然可以有执念，但若想不被执念所困，还得

有与之相匹配的社会认知和适应能力。

这方面的缺乏，可能才是唐尚珺此前十余年困境的症结

所在。那么，他该如何走出来呢？最终的答案，也许并不完

全是高考能不能上岸，而是他的内心能否真正成熟，能否正

确处理好自己的执念。

继续坚持执念也好，要与执念和解也罢，对于唐尚珺来

说，关键在于要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若只是随

波逐流，一会儿世俗，一会儿理想，人就只能原地徘徊，无法

抵达梦中彼岸。

唐尚珺的困境，又何尝不是我们很多人的困境。因为从

他身上，或多或少可以反观到自己，只不过我们的“方寸之

地”，不是高考罢了。

近来电影《长安三万里》爆火，影片中有一句话被带火，

“曾经认为那些走不出的淤泥，到如今也就这般，风轻云淡罢

了。”这或许是对唐尚珺蹉跎15年最好的注释和未来的期许，

也是唐尚珺们所需要的走出过于执念自己“方寸之地”的现

实密码。

不只是唐尚珺，希望曾经陷在“方寸之地”的每个人，都

能等到“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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