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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太太到体验中心免费

测血糖， 去了几次后， 那里的

工作人员便开始经常打电话向

她推销降血糖药。 她觉得自己

多次在体验中心免费测量血

糖， 不买不好意思， 便花了

1000 多元钱购买了该体验中

心的降糖药。 但服用之后， 并

没有效果， 价钱也比自己平时

吃的降血糖药贵。 治疗仪器销

售人员称， 他们正是抓准了老

年人贪图小赠品和药品试用装

的心理， 借机推销自己的产

品。 （详见本报 5 月 31 日 2

版 《别被免费体验忽悠了》）

看来体验中心是醉翁之意不在

酒， 免费测血糖也只是噱头，

促销才是真。

现在的老年人健康观念比

以前提高了， 很多老年人平时

节衣缩食， 但在健康投入上毫

不吝啬。有需求就有商机，一些

商人正是抓住了老年人希望健

康长寿的心理， 也抓住了儿女

们愿意为老人的健康花钱的心

理，对老年人的养老钱下手。他

们打着免费体验的幌子， 借机

推销产品， 并常常夸大产品的

疗效。

而对于想花钱买健康的老

年人，商家往往满嘴新名词，老

年人的防范意识又相对较差，

就容易掉入商家设下的陷阱

中。 而一辈子节省惯了的老年

人看到“免费”或是“赠品”之类

的字眼往往更容易动心。 除此

之外， 老年人的面子观念也比

较重，有些人觉得，既然享受了

人家的免费服务， 不买产品过

意不去。

那些所谓的健康讲座，实

际上就是广告宣传， 其中不乏

虚假和夸大其词的成分。 对于

那些健康讲座， 有关监管部门

应该加强监管， 别让他们的不

实宣传再误导老年人。同时，老

年人也要提高防范意识， 提高

识别与抵制能力，切记“天上不

会掉馅饼”。

笔者也奉劝那些专做老年

人生意的商家， 要恪守职业道

德，没有诚信的生意做不长。

5 月 29 日，《春城晚报》

报道： 一个叫杨树华的云南

大学毕业生因对生活绝望出

家为僧，具体原因是“毕业 3

年来找工作不顺利”。

看到这则新闻时， 笔者

感到心头一沉。 3 天之后，

在铺天盖地的小学生欢庆

“六一” 的新闻里， 却夹杂

着 《大学生马路上用砖头拍

死晨练老人》 的不和谐之音

（6月 1日《长江商报》）。 文

中的大学生被指“作案前多

次受挫”。

从“出家” 到“入狱”，

大学生的极端行为让笔者百

感交集， 心绪难平。 笔者突

然想起年初媒体曾报道过北

京某郊区“大学生村官” 自

杀的消息， 上网一搜， 才发

现“大学生村官” 自杀的事

虽不能说比比皆是， 但也绝

非北京这个个例。 而上吊身

亡的“大学生村官” 杨涛

“被疑有抑郁症倾向”。 此

外， 在校大学生跳楼、 行凶

之类的事件也频见报端。

对于大学生的这些极端

行为，我们不能只是惊叹，更

不应熟视无睹， 而是应该自

我反省一下： 对于这些悲剧

的发生，我们有责任吗？ 对于

身边那些不如意的大学生

们， 我们表现出了应有的关

心了吗？

大学生的极端行为如果

再不引起社会的重视， 谁敢

保证我们不会成为下一个

“砖下的冤魂”， 谁敢保证我

们的孩子不会是下一个“出

家的僧人” 、 “上吊的村

官”？

当大学生们处于人生的

彷徨期时， 我们不应该坐视

他们独自在困难中挣扎，而

应该尽可能地给他们帮助和

关爱，帮他们走出彷徨，让悲

剧不再重演。

在网上看新闻， 通常都

是快速浏览， 如果不是特别

感兴趣的话题， 就不会仔细

去读内容。 这种阅读习惯还

真应了那句老话———“看书

看皮，看报看题”。 而为了吸

引网友的眼球， 编辑们也很

注重新闻标题的制作。

5 月29 日， 笔者在网上

看到一则新闻———《大学生

就业难使高考降温， 全国多

数省份考生减少》。乍一看标

题，笔者有些纳闷：难道大学

生就业难就会直接使中学生

认为“读书无用”吗？

俗话说，百年大计，教育

为本。笔者一直坚信“知识能

创造财富， 知识能改变命

运”。 而且，读书、考大学仍是

当前大多数青年改变自己命

运的最直接可行的方法。 如

果中学生都认为读书没什么

用，那问题就大了。 另外，作

个简单的推理， 如果大学生

就业都难，那高中生呢？

中国的父母在子女的教

育问题上往往是很舍得投资

的。 无论条件多艰难，为了保

证孩子读书， 哪怕是欠债也

在所不惜。 因为很多父母都

吃过没有读书的亏， 所以他

们更坚信读书有用。 如果现

在的中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因

为大学生就业难就产生“读

书无用” 的念头， 就太糟糕

了。何况，放弃了学业的青年

漂在社会上， 如果找不着工

作， 也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

问题。

带着这些疑问， 笔者仔

细阅读了这则原本登在《中

国青年报》上的消息，发现记

者在文中对“高考降温”作了

深入的分析， 指出大学生就

业难仅仅是今年考生将减少

的原因之一，“高考降温”的

原因还有应届毕业生绝对人

数减少和课改等。 看完全文，

笔者明白了， 这又是网络编

辑们为了吸引人在标题上玩

的花样。 笔者也注意到，《中

国青年报》上的原标题是《今

年全国多数省份高考人数减

少———“高考降温”的背后》。

这个标题显然要客观得多。

而网络上出现的那个标题将

“高考降温”的全部原因都推

到大学生就业难上， 岂不是

在误导人？

对于这类哗众取宠的网

络新闻标题， 笔者虽然平日

里见过很多， 但总觉得编辑

们不容易， 作为读者不应该

太过苛求，但是，新闻具有很

重要的舆论导向功能， 标题

以偏概全很容易误导读者。

由此，笔者认为，网络新闻标

题，还是准确为好！

为不受自己家附近一歌舞

厅的噪声影响， 临考学生不得

不在耳朵里塞上棉球来保证自

己的学习质量。（详见本报 6月

1 日 2 版《夜半狂歌，学生双耳

塞棉球》）无独有偶，浚县的一

建筑工地通宵施工使得附近居

民“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其中

也有高三学生。（详见本报 6月

1 日 2 版《噪声扰民，临考学生

盼安静》）

一年一度的高考和中考就

要到了，每到此时，噪声干扰学

生学习的问题便会突出出来。

曾为高考大军中的一员， 笔者

深知良好的环境对学习的重要

性。

对此，有关部门的反应是：

“对高考、中考期间的噪声进行

严控， 在考点 200 米内严禁建

筑施工。 ”此举一出，众多学生

家长拍手称快。

城市建设、 夜经济发展与

生活环境质量之间看似有着不

可调和的矛盾， 实际情况真是

如此吗？笔者认为，其中的矛盾

并非不可调和。 比如歌舞厅完

全可以通过采用效果较好的隔

音设施将噪声降下来； 而对于

需要赶工期的施工队， 可以选

择在夜间进行一些噪声较小的

作业。 这一方面要靠经营方或

施工方自觉， 另外也需要有关

部门加强监管。

环境治理是一项长期的任

务， 需要有关部门加强监管力

度，建立长效机制。 同时，对于

一些经多次提醒或督促其整改

而未采取行动的单位或个人，

要加大惩治力度。

此外， 市民也要提高自己

的维权意识。 笔者曾经跟很多

饱受噪声之苦的人交流过，他

们通常只是抱怨噪声带给他们

困扰， 却没有想过跟噪声制造

方交涉或是向有关部门反映。

与此同时，笔者也了解到，一些

噪声的制造者往往意识不到自

己的行为已经给别人造成了影

响。因此，市民如果能与噪声制

造方及时沟通， 相信也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噪声对自己的

影响。

如果经营方或施工方能自

觉点， 如果市民能提高自己的

维权意识， 如果有关部门能加

大治理的力度， 何愁鹤城无宁

夜？

网络新闻标题，请少些误导!

不能再漠视大学生的极端行为

□王玉初

□陈莉

老年人防范意识须加强
□白瑞

噪声扰民，有计可施
□李崇

自“长春黑

养老院虐待老

人” 事件曝光

后，又有内蒙古

乌海市一无证

经营老年托管

中心 ４ 名老人

葬身火海。 而年

前，浙江省温州

鹿城区一老人

公寓也有 ７ 名

老人惨死在火

灾中。 养老问题

成为百姓关心

的热点话题。 记

者日前在我国

北方以及江浙

一带调查发现，

我国多数城市

正面临诸多养

老难题，个别地

方正在探索可

借鉴的养老模

式。（据新华网）

养老院
一床难求

开发商演双簧
5 月，杭州楼市成交火暴，很多人惊呼抢房现象又重演。

伴随着火暴而来的却是退房“大单”频现。 杭州透明售房网上

最近突然接连出现 6 笔“大单”，只是“大单”出现的地方不是

成交记录，而是解除合同记录。 记者调查发现，退房的原购买

人竟为楼盘投资方。（

5

月

30

日《扬子晚报》）

漫画：毕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