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说，离开父母的支持
谈婚姻似乎过于理想化了，对
中国社会而言并不现实。是不
现实还是我们过于执着了？比
如，为什么一定要有房子，还得
有大房子？一步到位真的合理
吗？卸下重担，才能轻装上阵，
婚姻也需要一个减负的过程。

——钱江晚报：《轻量婚礼
小而美，为减负点赞》

或许不是每个人都会走进
付费自习室，但全民阅读、终身
学习的观念却是文明社会中每
个人都在逐渐践行的。我们希
望构建的学习型社会，不仅仅
是我们走入图书馆、走入城市书
房，而是我们也可以在街边、在
地铁上翻开书本，自在从容地
拥有独属于自己的阅读时刻。

——红网：《“付费自习
室”火进县城：全民学习无地
域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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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防灾减灾需筑牢人民防线
□政青

饲养异宠须谨防“无知之恶”
□刘天放

发挥好地理标志品牌“辐射效应”
□徐剑锋

观点
1+1

【议论纷纷】

救人却被网暴伤害

9 月 25 日上午，上海一
市场内，一名女童手扒扶梯
双脚悬空，情况十分危急，好
在两名男子挺身而出将其解
救下来。26 日，救人的丁先
生告诉记者，将孩子救下本
是一件好事，但他们却遭到一
些无端的指责，“有人说我救
人的速度慢了，还有人说我救
小女孩时，手放的位置不对。”
你怎么看？

@斯涵涵 只要看过这段
救人的视频，就会感觉这些指
责完全站不住脚。把救人之举
臆想成图谋不轨，挑剔救人者
的速度与姿势，足见一些人心
底的阴暗。

@王美丽 为众人抱薪者，
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我们无
法想象，假如救人义举被多番
挑剔，好人被看成图谋不轨的
人，下一次当孩子或者我们再
遇到不可预知的危险时，谁还
会挺身而出见义勇为？

“蓝月亮”变身“蓝月壳”

原以为买的是蓝月亮，收
到货却发现是“蓝月壳”。河
北廊坊一高校女生在宿舍拿
出网购的洗衣液，引得室友哈
哈大笑。10月11日，售卖“蓝
月壳”洗衣液的商家告诉记
者，不是只有大品牌才好用，
支持试用，不满意可退货。对
此，你怎么看？

【下期话题】

为全面普及防灾减灾
知识和技能，今年以来，幸
福街道秦西社区多措并举，
结合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
区创建工作，通过防灾避险
知识入户、减灾宣传进园区
等多种形式，持续增强辖区
群众的防灾减灾、应急避险
综合能力。

（10月13日本报6版）

天灾不可逆，能尽者唯
有人事，事能至美又需群策
群力。基层离人民群众最
近，是防灾减灾工作的关键
点。而实际上，基层由于基
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同时
又缺乏防灾减灾专职人员，
基层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
和避灾自救技能还存在一
定短板，能熟练使用消防水
阀、灭火器械等应急工具的
人也为数不多。因此，开展

防灾减灾基层行活动，把防
灾减灾知识送到千家万户，
形成全社会防灾减灾的浓
厚氛围是十分必要的。

宣传方式不同，宣传效
果就不同。除了常规的科
普宣传形式外，要积极创
新，针对基层群众的特点，
创作一些以防灾减灾为主
题的科普话剧、科普小品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也
可以充分运用各类科技馆、
防灾减灾科普教育基地等
宣传阵地，设立专门区域，
开展防灾减灾体验和科普
展览等宣教活动。还可以
采取线上和线下宣传相结
合的方式，创作或转载相关
防灾减灾公益宣传片，等
等。只有方式接地气、多措
并举，才能普及推广更多通
俗易懂、管用的防灾减灾知
识和避灾自救技能。

无论是强化部门联动，
抑或是加强防灾减灾宣传，都
可以看作是“外力”，而真正的

“内力”，还是要增强人们的主
动防范意识。防灾减灾只有
从自我做起，才能真正深入人
心。比如，遇到雨雪雾天气，
减速行驶；遇到大风天气，躲
避户外广告牌；遇到雷雨天
气，不在树下避雨、不在空旷
地方行走等，都需要每个公民
从自身做起。另一方面，广大
公民也要积极参与防灾救灾
的群众性演练，增强防灾减灾
知识和提高避灾自救技能。
只要人人做到脑中有弦、心中
有数、手中有招、肩上有责，就
能携手构筑防灾减灾的“人
民防线”。

12 日，从市市场监管
局（知识产权局）传来消息，

“二甲蓝印花布”经国家知
识产权局商标局核准注册，
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截至目前，我市共有地
理标志45件，其中地理标
志产品13件、地理标志商
标32件，总数居全省第三。

（10月13日本报4版）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
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
并且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
誉或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
区的自然因素或人文因素
所决定的标志，最大的商业

价值就在于其稀缺性、排他
性、独特性。

实践证明，拥有了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就等于拥有
了在国内外市场的“绿色通
行证”，用好这笔无形资产，
关键要持续注入创新元素，
以过硬的产品质量以及良
好的市场口碑，拥有更多的
市场“话语权”和主动权。
一方面，要在完善质量控制
体系、标准和制度的基础
上，辅以新技术、新工艺、新
设计，进一步迎合不同消费
群体的情感认同和消费习
性；另一方面，要围绕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根据区

域特色和产业特点进行深
度规划和有序开发，以标准
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品牌
化运作来进一步拉长产业
链条，培植现代支柱产业，
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互联网+”时代，乘着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保 护 的 东
风，在产品生产主体和市场
之间搭建多种形式的对接
平台，已成当务之急。因
此，要充分利用电子商务、
农旅文旅融合等途径，加快
打通产供销一体化的“最后
一公里”，让更多的地理标
志产品抢占市场高地、走近
消费者的身边。

“文字讨好症”

你有“文字讨好症”吗？9
月上旬，脱口秀演员杨蒙恩发
布的一条动态，让这个词汇
冲上了热搜。所谓的“文字
讨好症”，顾名思义，就是人
们在线上用文字聊天时，会
字斟句酌地修改词汇，习惯
性地加一些语气词，显示出
自己是在积极回复对方，让
对方看起来更舒服。

(10月12日《成都商报》)

不过是“伪命题”
□戴先任

杨蒙恩将这种文字使用
现象定义为“文字讨好症”，
显然不妥当。网络交流习惯
于加一些语气词并非坏事，
而是丰富了人际沟通方式，
是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的改变，
值得肯定。

所以，“文字讨好症”不过
是一种伪现象、伪命题。但网
络时代的汉字使用，确实存在
一些问题。比如此前就有“文
字失语症”一说，丰富的表情
包也在逐渐代替文字表达，语
言变得越来越贫乏。

网络时代的汉字使用，要
能去弊存利，也不能过度敏
感。揭开“文字讨好症”的“伪
命题”，看到网络时代汉字使
用的积极一面，也要找到医治

“文字失语症”的药方，这样才
能更好遏制消极面、激发积极
面，从而让汉字在网络时代得
到更好传承。

称“文字示好症”更宜
□张玉胜

对于“文字讨好症”的出
现，有专家给予其两个方面的

“意义”解读：一是证明社会经
济发展速度快，很多情况下无
法当面沟通，大多数通过网络
方式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要
注意对人表达尊重，所以就需
要增加一些语气词和表情包，
反复斟酌再发送。二是这确
实让人感受到科学技术改变
了社交方式。

“文字讨好症”引发争议
的关键就在于“讨好”二字的
负面之意。这其实是一种误
读或夸大其词。矫治其不舒
服感，不妨将其改为“示好”。
同时，需要防止“刻意”、展现
真诚，力避泛化与庸俗。这就
需要使用者注意交流对象和
使用场合，尽可能地不让对方
误解和反感。比如，在发送正
式工作邮件、下达通知或传达
任务时，其语境氛围通常应为
严肃的，基本不要用到语气
词；和他人用文字交流时，使
用语气词可区别年龄层次与
熟识度，让交流显得自然、真
诚、温和、不生硬。

濠南
夜话

随着社会的发展，许
多 人 养 的 宠 物 已 经 不 限
于猫、狗、鸟、观赏鱼等，
而是逐渐呈多元化发展，
甚至还有人将蜈蚣、雨林
蝎 、小鳄鱼 、鼠妇等当宠
物 …… 但 这 些 动 物 真 的
适 应 都 市 生 活 圈 吗 ？ 它
们 真 的 适 合 饲 养 吗 ？ 上
游新闻进行了调查。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饲养异宠的人很多，但入
手 后 后 悔 的 人 也 不 少 。
有些不适合上班族饲养，
有些气味很大，有些互动
性不高，导致弃养的情况
出现。而弃养异宠，风险

很大。专家建议，不要一
时兴起去饲养宠物，无论
是 猫 狗 等 常 规 宠 物 还 是
异宠均不要随意饲养，更
不要弃养。的确，盲目饲
养甚至弃养，有可能触犯
相关法律法规。

就拿外来物种来说，
《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之
一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非
法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
来入侵物种，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 役 ，并 处 或 者 单 处 罚
金。《进出境动植物检疫
法》及其实施条例和《野生
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

第四款、第三十五条第二
款，都有禁止动物入境等
相关规定，如有违反，也明
确了处罚标准。

可见，养宠物有法律
底线，对热衷于此的人来
说，必须有足够认识。当
然 ，养 宠 物 也 有 一 些 好
处，如培养责任感和爱心
等 。 但 饲 养 异 宠 须 谨 防

“无知之恶”，或导致审美
观 畸 形 或 伤 害 自 己 和 他
人，甚至引发生物安全事
件 等 。 饲 养 宠 物 乃 至 异
宠，不能想养就养 、想弃
就弃，即使饲养也必须符
合法规要求。

有此
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