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则“北大毕业生转行
做正骨师”的新闻登上热搜。据
大皖新闻报道，这位名叫张乐超
的年轻人北大毕业后做正骨师，
曾被人误解，甚至被同学踢出群
聊。一时间，有网友对踢出群聊
一事感到不解，质疑其炒作，还有
传言称其“正骨 5 分钟收费 1 万
元”。3月 22日、23日，张乐超对
网络上的一些传言进行了澄清和
说明。

“北大毕业生转行做正骨师”
之所以引起热议，有以下原因。
一方面，传统观念认为，从北大这
种高等学府毕业的学生，理应从
事“高大上”、社会地位较高的职
业。可是，职业何时有贵贱之分
了？若按照传统观念，北大毕业
生不适合当正骨师，那什么学历
的人应该当正骨师？

另一方面，人们对于中医正
骨缺乏清晰认知，再加之部分正
骨医疗机构乱收费、乱宣传现象频
发，使得正骨行业良莠不齐、泥沙
俱下，更让人们产生不佳观感。可
必须明确的是，中医正骨不仅是中
国传统文化瑰宝，也是现代医学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中医
正骨看似“普通”，实则需要有高学
历背景和现代医学知识的人才能
投入，既能帮助患者，又能促进中
医正骨行业发展，有意义且能够创
造价值，怎么不可以？

可以说，“北大毕业生转行做
正骨师被踢出班级群”一事，真正需
要“正骨”的是“人们心中的成见”。

事情发酵至今，网络上对于
张乐超的质疑也未停止。比如，

“张乐超5分钟收费1万元”，是否
收费过高、吃相难看？是否涉及
自我营销？是否涉及非法行医？

目前，张乐超已对部分传言
进行了澄清和说明。其一，关于
收费问题。其回应称，1 万元是
单次正骨价格，并非按时长计费，
每天只接待一两位客人。其二，
关于是否涉及非法行医问题。张
乐超表示，其开设正骨按摩店不
做侵入性治疗，不涉及非医疗机
构所禁止行为。

尽管张乐超对网络的传言进
行了回应，但这仅是其单方面提

供的信息，究竟是否句句属实，目
前还无从得知。因此，为了平息
舆论，也为了树立正确择业观念，
相关人员不妨现身说法，毕竟，质
疑需要更多层面的回应和证据来
得到澄清。

随着时代发展，职业边界日
益消融，新兴职业层出不穷，传统
职业亦在不断升级。社会当以开
放之姿，欣然见证每位劳动者在
各行各业绽放光彩；公众也应以
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多样
化的生活形态与职业道路。毕
竟，人生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怎
么活都精彩。
评论员 任思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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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毕业生做正骨师被踢出群
真正需要“正骨”的是什么

瞭望塔
□评论员 韩静

据封面新闻，3月 23日，杭州一
女子在微博发文称在餐厅劝阻吸烟
时发生纠纷。她看到店内有人吸烟
上前劝阻，但被多名男子“围攻”，被
怼“不想闻烟味为什么要出来吃
饭”。事后女子得到了许多网友的
支持，也遭遇了一些恶意攻击。对
此，当地明确称，餐厅是禁止吸烟场
所，若顾客遇到吸烟者，可向餐厅工
作人员反映，他们有义务进行规
劝。若沟通无效，可拨打12345热线
电话投诉。

二手烟的危害已是老生常谈。
旁人每一声咳嗽、每一次皱眉，以及

每一次劝阻都在提醒吸烟者：该熄
灭这扰人害人的香烟了。公共场所
抽烟绝非私事，不能因为个人有抽
烟的自由，就不分场合地自由抽
烟。如此不自律不自觉、不尊重他
人的行为，极易灼伤公共文明，损害
公众健康。

抽根烟怎么了？受不了烟味为
什么要出门吃饭？荒诞的逻辑背后
其实是毫无道理、胡搅蛮缠。根据

《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对违反规
定的个人，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立
即改正，可以处50元罚款；拒不改正
的，处200元罚款。

也就是说，真正该被怼的，实际
是在室内餐厅里自由吸烟的人，其
行为涉嫌违法，本应自觉接受批评
和处罚，凭什么要求别人容忍？想
抽烟又为什么要出来吃饭？

室内全面禁烟，一方面需要公
共场所经营者及时规劝吸烟者，并

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
提醒人们禁止吸烟。另一方面，离
不开法律的刚性约束。只要在公共
场所吸烟就违法，这是最简单最有
效的办法。很多地方对控制吸烟都
有明确罚则，应依规严格执行。就
像醉驾入刑、电动车不戴头盔要罚，
因为有严格的执行，才有显著效果，
才让人心生敬畏。公共场所禁烟该
较较真了，唯有较真，才能成为深入
人心的社会共识。

这场“呼吸保卫战”需要筑牢全
民防线。近年来，全国各地城市在
公共场所发生顾客吸烟纠纷时有发
生。我们期待更多“孤勇者”站出来
拒绝二手烟，同时也希望他们并非
真的孤身一人。

就像网友留言所写：“你绝对不
是孤单一人在抗争，你要相信，还有
千千万万的人在支持你。”支持对室
内公共场所抽烟者说“不”，支持勇
敢的人。

抽烟自由
但公共场所不可“自由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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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
封堵果味电子烟
需“综合监督过滤嘴”

据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近期不
少家长反映，一种调配出各种水果口味的
电子烟，通过各种隐秘的渠道，轻易被未成
年人购买。这种电子烟因为味道清香会让
孩子们放松警惕，不少孩子渐渐染上烟瘾。

2022年5月1日起施行的《电子烟管
理办法》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
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禁止
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产品。然而，令人
遗憾的是，这两条红线都在不同程度上被
逾越、被架空了。线上线下不少渠道都在
或明或暗地销售果味电子烟，不少消费
者，包括未成年人都能轻而易举地买到各
种口味的果味电子烟。封堵果味电子烟
需要功效更强的“综合监督过滤嘴”，需要
把监督篱笆再扎牢扎密，需要把监督责任
之扣再拧紧。家长、学校等则应教育未成
年人远离电子烟，发现未成年人吸用电子
烟，及时制止。

南方都市报：
结婚登记“全国通办”
不仅是减少“为爱奔波”

领证不用再回老家了！民政部将施
行婚姻登记“全国通办”。近日，国务院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婚姻登记条例（修订
草案）》。民政部也将同步做好优化婚姻
家庭辅导服务等工作。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实施一点也
不意外。毕竟，随着乡土中国向“离土中
国”转换，结婚登记必须到男女双方一方
户籍所在地登记的做法，越来越显得不
合时宜，不仅徒增了大量成本，更是让一
些新人饱受煎熬。如今全国民政数据系
统与公安数据库实现联网，技术屏障消
除后，制度松绑自然顺势而为。婚姻登
记为啥重要？因为本质上它是法律权利
凭证。男女双方通过法定程序确立婚姻
关系，既是对彼此权益的保障，也是社会
契约的缔结。从婚姻自由原则出发，为
当事人提供便利恰是制度设计的应有之
义。当行政流程的每一步都浸润着对个
体选择的尊重，这不仅是治理能力的升
级，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

新京报：
“带薪钓鱼”岗位爆火
戳中哪些社会痛点

“可以睡觉、可以打盹、可以发呆、可
以闲聊，主打睡觉也能赚钱！”据报道，3
月 21日，湖南长沙宁乡炭河古城景区急
招100名“姜太公”，要求是农民、60岁以
上，只要身体健康、会钓鱼就行。

钓鱼休闲，越松垮越好，还能发工
资，不说后无此岗，但说前无此聘，并不
为过。这一“带薪钓鱼”职位如此受欢
迎，被称为“神仙岗位”可谓恰如其分，在
大力建设人文社会、着力促就业增收等
背景下，其背后的内在逻辑着实值得深
入思考。在当前的就业市场中，老年农
民就业选择极为有限。此次景区专门为
60岁以上的农民提供“带薪钓鱼”的工作
机会，无异于一片温暖的就业绿洲。这
份工作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一份额外收
入，更给予他们一种社会参与感和价值
感。这其实是就业创新、景区运营智慧
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这一现象为有关方面提供了借
鉴，值得深入研究和推广。

张乐超培训学员（中间蓝色衣服者为张乐超）大皖新闻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