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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声音 ]� 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了

就奖状上植入广告一事，虞城县这

所小学的宋校长表示：“做广告的单位

给学校提供了书包、本子等奖品。 原想

中央电视台节目还植入广告呢，我们这

样做也没啥。 现在，在奖状上做广告的

现象很普遍，不是我们一家，也不是从

今年开始。 看到网友质疑，我们以后不

会再这样做了。 ” （据《大河报》）

小学生奖状植入广告

商丘虞城一所小学做法引热议

“全球最强壮男孩”

啤酒瓶口上做俯卧撑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近日，一段“全球

最强壮男孩”的视频在网络上爆红。 视频中，一

位男孩将双手与双脚支撑在啤酒瓶口上， 做了

12 个俯卧撑。

这位男孩名叫朱利亚诺，年仅 7 岁。但这不

是他第一次成名。 2009 年，当他还是一名学龄

前儿童时，就双腿夹球倒立行走 10 米，创下吉

尼斯最快纪录。

父亲卢连表示，孩子出生之后，就一直跟着

他去健身房。现在，他仍在罗马尼亚的家乡训练

两个孩子。 他并不认为这会给孩子带来什么负

面影响，但同时表示，“孩子不允许独自训练，因

为毕竟只是个孩子，如果他觉得累了，我们就会

停止，玩点别的。 ”

朱利亚诺说，他从未把自己当成明星。不训

练的时候，他喜欢享受普通孩子的生活，比如画

画、看卡通片和在公园里玩。 （新华）

出生年份 + 年龄 =2012�

不信？ 算算看

一个古老的预言，一部美国的大片儿，让人

们对这 2012 世界末日的预言， 都有了一分忌

惮。 最近又有网友爆出，“每个人的出生年份加

年龄真的等于 2012！ 任是谁都是这般！ ”您算

算，是不是这样？ 有了这样的惊人发现，2012 年

的世界末日，看来不是瞎说了吧？

近日这个等式刚被一位网友发在微博上，

就引来成千上万的网友转发。“在我深感神奇一

脸痴呆地告诉老公后，被嘲笑了！ ”“太坏了！ 我

还用笔算了一遍。 ”许多网友及时醒悟，但有些

则仍然没明白，连称“奇迹”。 随即网上“名人效

应”爆发，就连著名导演孟京辉都转帖“好个数

学家”。 当然还有更多网友没有去计算，直接识

破了这个鬼把戏。

为此， 记者联系了北京某中学的一位数学

老师，听了这个“惊人发现”，老师想都没想就说

出来了，“那是当然的了， 明年还等于 2013 呢，

你若是说‘出生年份 + 真实年龄 -12=2000’，

岂不是更神秘？ ”至此，您闹明白了没，“出生年

份 + 真实年龄 =2012”，一换算就是“今年年份

- 出生年份 = 真实年龄”，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

事嘛！

这次跟人们开玩笑的博主， 是北京某文化

公司的一位执行董事潘先生。 人们见到“2012

奇迹算术题”纷纷上当，在他看来，着实反映了

一些社会问题。“2012，在人们心里已经是个坎

儿。 题面上稍微绕一下，文字数字一结合，很多

人就先去算了。没想到一个小小骗局，换来这么

多转帖，很好玩。 你看看评论，有几种方向———

有的人马上明白自己上当， 也有的人确实不动

脑子，尤其是对于崇拜名人的粉丝，见到名人转

帖，自己马上去算，从众心理太严重。 我们整个

社会，都缺乏‘质疑’的精神。 ”（据《北京晨报》）

调侃病人死了

一网友遭狂喷

“手术非常成功，但是病人死了，哈哈。 ”1

月 31 日上午，这样的一条微博竟在一名身着淡

绿色手术服的网友微博上出现， 引发了众多网

友的激烈批评。当日中午，当事网友在微博上称

自己并不是真医生，并向网友道歉。

调侃之语确系电影台词

1 月 31 日上午 10 时许，网友 @William 好

勤奋发出上述调侃微博， 并配发了身着淡绿色

手术服的自拍照。 微博发出后被许多网友截图

转载，随后引发关于“医德”的强烈谴责。 网友

@Jason 评论说：“它以为删了就没人知道了！ 医

生和畜生就差一个字！ ”网友 @ 我是你奶奶也

表示：“既然那么想红，也不在乎好名还是骂名，

那就成全你，这些医生上嘴唇贴着天、下嘴唇贴

着地，根本没地方搁脸了。 ”

1 月 31 日中午，该网友将这条引发众怒的

微博删除，并将微博名改为 @ 我不是医生对不

起，同时更新微博致歉：“我不是医生，只是借用

某香港电影的一句玩笑话， 病人很好， 没有死

亡，对不起大家。”随后，他连续发出三十多条微

博，向发出谴责的网友逐一道歉。

据了解，“手术很成功，但是病人死掉了”出

自 1995 年的香港电影《流氓医生》，是剧中梁朝

伟所饰医生刘文的一句台词。

网友身份存疑

该网友的微博资料显示， 其为东华大学

2005 级学生，专业为市场营销。 但其微博言行

却与此身份存在诸多龃龉。

就在 1 月 31 日发出引发争议的微博前一

小时， 该网友就发出了一张穿手术服戴口罩的

特写照片。而在早些时候，该网友曾多次发出和

医疗行业相关的微博。

1 月 31 日中午， 该网友的释疑微博发出

后，多数网友选择相信他“不是真医生”的解释，

删掉了微博截图，并愿意相信“不会有这么缺德

的医生”。 （据《南方日报》）

《春节内点事儿》让你笑到“内伤”

春节过完了，是该收收心，好好上

班了。然而，人们对假期意犹未尽，各种

春节总结的段子在网上流传。回想刚刚

过去的春节，你想到了什么呢？ 网友小

夏利用视频加配音的形式回顾了春节

的历程。 从春晚、拜年、玩麻将到逼婚、

买票、 节后综合征等展现得淋漓尽致，

小夏更是一人挑战 14 角， 全由其一人

配音，音配得绝，词儿写得也不错，被网

友称之为“神作”。

一个配音小视频

引来众网友欢呼共鸣

小夏的这个配音视频《春节内点事

儿》，在优酷、微博上流传甚广。 这个视

频由“红楼梦”、“青蛇”、“宫心计”、“还

珠格格”、“新白娘子传奇”、“新贵妃醉

酒”等几个经典桥段组成。“你什么时候

嫁人，就算不嫁人先找个男朋友处着也

行啊！ 容嬷嬷……”皇后和容嬷嬷在小

黑屋里用针扎紫薇的场景演变成了逼

婚场景，提到火车票，容嬷嬷一生气加

重了扎针的动作：“叫你不结婚，叫你不

相亲，你说你要嫁给铁道部的那该有多

好，咱这群亲戚买票得省多少心！ ”这些

音像同步，浑然天成，配合得天衣无缝。

从导演到编剧到后期制作， 再到

14 个演员的配音， 全都是小夏一人完

成。从林黛玉到容嬷嬷，这个配音跨度，

她均能一一胜任，引来众网友赞叹。

配音时关紧门窗

为了不吓到邻居

“神一样的配音，神作啊，这个小夏

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众网友都很期待

见识到小夏的庐山真面目，记者找到小

夏的微博 @ 怀旧配音联盟小夏， 联系

到小夏，她目前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做

网游策划，今年 24 岁本命年，两年前毕

业于北二外朝鲜语系， 从 2008 年大二

时，开始玩网络配音，没想到越来越喜

欢，很喜欢这种自娱自乐的方式。

小夏对记者说，逼婚、节后上班综

合征都是亲身经历。每个大假结束前自

己都会在床上滚来滚去不想上班。在配

音时，她经常门窗紧闭，突然大笑或大

哭。配到入戏时也会泪流满面或是手舞

足蹈，一般习惯的姿势是左手持兰花指

跟着声音使劲，经常笑场。“妈妈听了一

次之后捂嘴出门，从此配音时都紧关门

窗，但还是觉得对不起邻居。 ”小夏说，

“设想一下： 你正在家里安静地看着电

视，忽然隔壁传来一声‘你为什么要这

么对我！ 你为什么！ 为什么！ ’是何等之

囧？ ”

至于为什么可以配这么多声音，小

夏说由于自身声线就比较不稳。平时说

说话也有时候会变几种声音玩。（李冲）

网友 @William 好勤奋发出调侃微博，

并配发了身着淡绿色手术服的自拍照。

近一段时间，网友“状元

哥”在网上发帖说，虞城县一

所小学在发给小学生的奖状

上植入了广告。 此事立即引发

网友热议。 有人认为此举不

妥， 有人认为学校做得不错，

可以节约经费。 当事学校校长

表示，以后不会再在奖状上植

入广告。

[网友发帖 ]

学生奖状上植入广告

1 月 15 日，网友“状元哥”以《在学生的奖

状上插播广告，虞城

××

小学的领导真是商业

人才》为题，在腾讯大豫网论坛发帖：“央视春

晚今年不插播广告，你们竟然在学生的奖状上

插入广告？你们这是在表彰神马（什么）？还是在

培训孩子们从小就要有经商意识？ ”

“状元哥”上传了 3 张照片，第一张为奖状

正面，奖状的下方有“

×××

外语”字样。另外两

张照片显示的是奖状背面， 上面不但印满了广

告图案，还有“

×××

外语‘寒假乐学营’盛大开

营”等字样，并且标明了招生对象、开设课程、地

址和联系电话等。

“状元哥”说：放假那天，满大街都是拿着这

种宣传单样式“奖状”的孩子，一学期了，孩子弄

张“宣传单”回家了。

[网友热议 ]

有人认为不妥 有人表示支持

针对奖状上植入广告一事，网友“风云”说，

广告无孔不入，但学校是个纯净的地方，不应出

现这种情况。

网友“梦之恋”说：我孩子发的就是这种奖

状，郁闷，怎么奖状上还能做广告，太不正规了

吧。

网友“开心二猪”说：既能做广告，又能省

钱，还能得到广告费，领导真有才。

也有网友支持这种行为， 认为可以节省学

校经费。 网友“苍山老翁”说：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一生有你”说：节俭嘛，如果全国都这

样就好了……

[教育部门 ]� 做法不妥，应立即改正

一名张姓家长说：“孩子努力一学

期，得了奖状也想炫耀炫耀。 可是你看

这张奖状，让我们家长怎么贴墙上？ 这

不是帮商家做广告吗？怎么看心里都不

舒服。 ”

一名方姓家长说，显然，奖状是做

广告的单位提供的。听说这家做广告的

单位给获奖学生提供了奖品，这样可以

为学校节省一部分资金，从这个角度考

虑，也可以理解学校的做法。

记者就此事征询商丘市教育局一

位负责人的意见，他表示：不应过早让

小学生沾染商业气息，这种做法对于教

育孩子不利，应当立即改正。

[专家说法 ]� 家长质疑学校时要尽量避开孩子

青少年教育心理专家、 心睿智教

育首席咨询师蔡佳说， 单纯地看这件

事， 把招生广告印在奖状上是一种比

较有创意的行为。 同时， 做广告的单

位为孩子提供书包、 文具等奖品， 可

以帮学校节约一些资金， 也不是什么

坏事。 但是， 奖状是对孩子的品质 、

学习、 行为的一种肯定、 鼓励和赞赏。

这么来看， 在奖状上打广告有些不妥，

因为它会降低奖状这一精神鼓励给孩

子们带来的自豪感和满足感 。 同时，

家长的过度反应， 对学校、 老师和教

育的质疑 、 不满 ， 会直接影响孩子，

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 从而降低教育

在孩子心目中的权威性和神圣感， 使

得孩子在接受教育的时候， 教育效果

大打折扣。 因此希望成人在谈论这些

问题的时候尽量避开孩子， 尽量避免

这些负面评价和不良情绪对孩子造成

精神伤害。

奖状背面印满了广告图案。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