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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连云港19岁男孩李潇用视频记录了自己为父

亲买车的过程，引发网友点赞。李潇介绍，多年前中考成绩

不如意，他毕业后成为一名游戏代练，2022 年转型做起了电

商。“当年我做代练，身边的人都把我当‘反面教材’，父亲却

一直支持我。”

在青少年沉迷游戏困扰众多家长的大背景下，很多人将

电竞视作“洪水猛兽”，认为孩子一旦迷恋上“打游戏”，基本

上就废了。即便孩子确实有电竞天赋，也会被视作“不务正业”。

需要说明的是，“电子竞技”绝非简单的“打游戏”，而是

一项正经的智力运动，已被列为高校专业，也成了官方认证的

新职业，并在杭州亚运会上首次以正式比赛项目亮相。

小时被当作“反面教材”的孩子长大送父亲一辆车，关注点

不在于是否要给电竞“正名”，而在于一位父亲对于孩子兴趣爱好

的理解与尊重，以及这份理解与尊重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和

兴趣，当孩子对某个领域或活动产生浓厚兴趣时，他们会更

加投入地学习和探索，这种自发的学习动力能够激发孩子的

创造力和想象力，培养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能力。孩子的

兴趣往往反映了他们的个性和潜力，可以让孩子发现自己的

优点，发展自己的特长，从而塑造出更加独立、自信和有责任

感的个性。

道理谁都知道，但做起来并不容易。尤其是孩子喜欢电

竞这种“另类爱好”，没有几个家长能坦然接受。难能可贵的是，

当李潇提出想做一名全职电竞行业选手时，父亲仍尊重他的意

愿，还送给他当时配置最高的手机。因为支持儿子打游戏，父亲

也被周围人当成了“反面教材”，其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倘若当年父亲强行阻止李潇的“不良爱好”，又会是怎样

的一种结果？人生虽然无法预料，但要让孩子乖乖地转换

“赛道”，想来不会太容易，出现亲子关系的紧张是大概率事

件。当孩子得到家长的支持理解时，才能建立起和谐的关

系，使教育过程更加顺利和有效；反之，轻则出现矛盾龃龉，

重则发生激烈冲突乃至不测事件。

为李潇父亲的“明智”点赞，但并不是说只要孩子喜欢电

竞就可以效仿复制。实际上，电竞圈是很残酷的，以2019年公

开数据对比，当时中国的电竞用户有约 3.5 亿，而职业电竞选

手仅约10万人，最后能登上赛场的只有几百人。孩子究竟是否

适宜走电竞这条路，能不能走通，还需因人而异，慎重考量。

每一个父母应该做到的是：认真倾听孩子的声音，了解

他们的需求和兴趣，给予适当的引导和支持，帮助他们充分

发展自己的潜力和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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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市第 19 届青少年科技节启

动，一场别开生面的聘任仪式引人瞩目，10位

享有盛誉的院士、教授、科学家欣然接受聘

任，成为 10 所上海市科技教育特色示范学校

的“科学副校长”。他们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

薛永祺、上海航天局副局长李昕、复旦大学希

德书院院长卢宝荣教授等科学界领军人物。

科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它的

教育与普及历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如

今，中小学普遍开设了专门的科学课程，进一

步强化学生的科学素养，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比如过于注重书本知识、多灌输少引导等，导

致一些学生对科学失去兴趣，甚至产生畏惧

心理。此次聘任院士担任“科学副校长”，正

是要打破这一僵局，以榜样的力量以及顶尖

科学家的现身说法，让学生们喜爱上科学，进

而主动探索科学。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用在

科学教育上尤为贴切。作为科学领域的佼佼

者，院士和教授们的学识、经验和洞察力都是

宝贵的财富。他们走进中小学校园，与少年

儿童面对面交流，分享科学人生和科研成果，

无疑将激发未成年人对科学的浓厚兴趣，点

燃他们探索未知的热情。

可以说，“科学副校长”们不仅会带去丰

富的科学知识和前沿的科技动态，也会带去

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的火种。他们将以亲身

经历和感悟，引导少年儿童认识到科学的力

量，理解科学的本质，培养科学思维和创新能

力。这种影响是深远的，它将驱使一代少年

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不断追求真理、探索

未知。

此举或将成为真正撬动素质教育和“双

减”落地的杠杆。在当前的教育背景下，减轻

学生课业负担、提高教育质量成为了社会共

识，而为科学教育“做加法”正是实现这一目

标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引入院士等高端人

才，一方面可以丰富科学教育的内容和形式，

让科学教育更加生动、实用；另一方面，学生

通过与“大师”们的近距离接触，在科学素养

和创新能力得到提升的同时，人生规划方面

或也会受益。

当然，院士们担任“科学副校长”并不是

一件轻松的事情，他们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从纸面“座上客”到真正的校园育人

者，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持续取得

科学教育成果，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许多孩子常说“长大我想当科学家”，这

样的童言童语正是“科学梦”的初心。若能守

护好这份初心，让种子慢慢生根发芽，这样的

“科学副校长”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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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主揭露连云港海鲜市场“鬼秤”被围堵事件刚消停，又

一博主举报在南京一市场遭遇“鬼秤”，可真是“无缝衔接”。

前者的视频，不仅记录了商家缺斤短两的事实，还记录下

商家抢夺“证据”皮皮虾，藏匿“鬼秤”，多名商户将其围堵的情

况，甚至拍下了博主向市场管理方反映时对方的雷人言语，“不

删掉视频就不处理”。后者的视频显示，市场经理发现有人在

用手机拍摄，第一时间冲了上来，激烈抢夺手机，并放下狠话，

“赔你个手机算什么，回头还得给你点颜色瞧瞧！”

在不同的市场，两个博主却同样遭遇缺斤少两，以及市场

管理人员抢夺手机的行为。这说明，在公平交易这件事上，商户

和市场管理方都失守了，甚至用“沆瀣一气”来形容都不为过。

这恐怕不是偶然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商家和市场管

理方对待“鬼秤”和对待消费者的态度：被“利”字蒙蔽了双眼，

无视法律法规，无视诚信经营的底线，无视消费者正当权益。

值得探究的是抢夺手机行为的背后逻辑。他们就怕消费

者拿出手机来拍。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眼里，违不违法倒是次

要，只要事情“不上网”，“鬼秤”就还可以继续存在，反之，一

旦盖子揭开，最坏的情况就会发生。

他们潜意识里把消费者的拍摄行为当成一种“原罪”，而抢

夺手机是他们权衡利益得失后作出的选择。不解决问题，而是

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是他们的奇葩逻辑。

谈网红博主色变，像防贼一样防着他们，这些商家和市场

管理者可能忘了，真正该防的不是打假的人，而是缺斤短两的

鬼秤，以及欲盖弥彰的表现。任何一个消费者，只要正当权益

被侵害，就有权记录证据依法维权，这绝不是没事找事。

防消费者不防“鬼秤”，把消费者的维权当成“祸源”，却对

违法经营熟视无睹，这是典型的颠倒黑白。这么简单的道理，

他们不是不明白，之所以照做不误，原因只有一个，即违法成本

相对较低，诚信经营的红线还没有真正刻在他们的心里。

如今，连云港相关部门回应称，公安机关对市场主办方工作

人员抢夺手机等行为受案调查，涉事商户已被清理出场。南京相

关部门表示，当地市场监管局已对涉事农贸市场主办方和涉事商

户立案调查，市场方对涉事商户予以清退。两地也都明确，要坚

决打击“缺斤少两”“欺客宰客”等违法行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倘若两地监管部门对相关市场的监管

无死角，消费者在遭遇“鬼秤”后第一时间“求助有门”，这些闹

剧也就不会出现了。

文明社会，法治时代，不该再让消费者买个东西都担惊受

怕，最该担惊受怕的应当是那些缺斤短两的商家和纵容欺诈行

为的市场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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