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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是乘客行使自身权利的边界，事前沟通的声音要“响”，原则和制度的底线要“亮”热点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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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塔
□评论员 任思凝

你能想象吗？数理化学不好，
有可能是一种病。具体来说，就是
空间感知和想象能力不足，可能导
致空间与数学学习困难。据《四川
日报》报道，10月 8日，上海儿童医
学中心（陆家嘴院区）的“空间与数
学学习困难”门诊正式开诊，首日便
迎来6个预约患儿家庭就诊，但其中
只有 2 个符合“空间与数学学习困
难”典型患者。专家表示，“有人私
下联系，结果孩子才两岁，还没到上
学年龄，家长无需如此焦虑”。

在大多数人的传统观念中，努力
耕耘便会开花结果。若是孩子成绩不
好，会被认为没有付出努力、没有好好

学习。可是，事实并非全部如此。
如今，医学科学的进步，向公众

揭示了“学习困难”的深层次原因，
从专业角度解释了孩子为何会“学
习困难”。比如，数学成绩不好的
人，不见得是“笨小孩”，而是对空间
知觉和想象能力等方面的不足。

学习成绩不理想，不等同于“学
习困难”。对于确有学习障碍的孩
子来说，及时寻求专业靠谱的医疗
帮助，是非常必要的。可要明确的
是，“学习困难”门诊，设立的首要目
的，是分析、寻找孩子的学习困境、
帮助孩子提升学习技能，并不是以
提分为目标。若家长将此当作提高
成绩的捷径，显然是找错了地方。

换言之，如果孩子真的是“学习
困难”患者，那么家长再怎么“鸡娃”，
效果也是有限的，在高压之下，孩子
反而容易出现情绪或心理问题。

更何况，有时候学生存在“学习
困难”，更应该反思的是家长。比
如，教育方式是否得当？日常沟通、

陪伴是否到位？又是否不顾孩子兴
趣爱好，以及自身发展规律，导致孩
子压力过大？

值得注意的是，有专家表示，
“有人私下联系，结果孩子才两岁，
还没到上学年龄”。其实，这种教育
焦虑心态，反而会给孩子增加“学习
困难”。

更深层面上，“学习困难”门诊
也提供了一种暗示——“学习困难”
是一种病，去医院就诊，孩子或许就
可以提高成绩。可是，这种单一的
科学归因，也可能会掩盖一些本应
得到重视的问题。比如，超前化等
课程设置存在不合理性，教育评价
体系仍需向多元化方向探索……找
准病因，多一些家庭和社会层面的
反思与行动，或许才是真正的药引。

人与人不同，花有百样红。每
个孩子都有独特的天赋和潜能，而
对他们最好的教育就是启迪和唤
醒。允许孩子做孩子，才能让“祖国
的花朵”真正发挥潜力。

近几年，飞机高铁上因为座
椅靠背的角度调整时常引发纠
纷。前排乘客想要躺倒休息，后
排乘客则认为影响了自己小空
间的正常使用，矛盾难解难分。
（10月10日《北京日报》）

按道理，飞机座椅既然设计
了可调节功能，那么乘客就可以
按照需求调整座椅靠背，但在现
实中存在一定弊端——严重挤
压后排空间。并且，如果前排

“一声不响”地就调低椅背，很可
能打翻后排桌板上的水杯、压到
电脑，造成财产损失。正是因为
这些摩擦，有的发展成打架斗
殴，有的还闹到法院打官司。可
见，椅背调节不当，很容易沦为

“矛盾之源”。
事实上，这道题并非没有

“标准答案”：座椅靠背不是想放
就放，“合理使用”是乘客行使自
身权利的边界。如果超过了这
个边界，则既为公序良俗所不允
许，不管是前来劝解的乘务人
员，还是法院审理人员，恐怕都
难以支持和赞同。所以，为避免
冲突，前排乘客在放倒座椅前应
礼貌打招呼，征询后排乘客意
见，断不可“一声不响”地就调低
椅背，为自己舒服而给他人带来
不便。

更应该明白，保证座位前的
使用空间具有一定的优先级。乘
客在乘坐交通工具时有享受基本

舒适和安全的权利，其在座椅上
的正常活动空间不应被不合理侵
犯。如果座椅放倒角度过大令后
排乘客感到不适，那么前排乘客
应作出让步。

椅背调节问题，背后反映出
公众对出行体验的更高期待。后
排乘客要有“位”，公共服务需更
有“为”。从资源分配源头、制度
设计等层面着手，不妨拿出一些

“巧思”，例如，提醒乘客注意相互
尊重和理解，倡导文明出行；加强
对乘客矛盾的纾解和引导；设置
合理的座椅靠背调节角度，在设

计和布局上进行更多人性化考
量等，让边界再清晰一些，争议才
能更少一点。

善意共享和尊重权益兼容，
是相关问题的“通用答案”。不管
是飞机上座椅靠背的调节，还是
火车上床帘的使用，乘客之间多
些有商有量、换位思考的默契，多
些心怀善意、理解包容的互动，旅
途才能更舒适、更舒心。

调整座椅靠背，不能“一声不
响”，事前沟通的声音要“响”，原
则和制度的底线要“亮”。
评论员 韩静

带两岁娃看学习困难门诊？
家长不要“病”急乱投医

调整座椅靠背，不能“一声不响”

北京青年报：
斩断山寨期刊利益链
让学术回归初心

已经注销的期刊被不法分子冒用，
继续向作者征稿；作者不仅能收到纸质版
期刊，还能在某知名期刊网站查到自己的
文章。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近日，湖北
省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非
法经营期刊案，涉案金额达1.5亿元。

这起非法经营期刊案，涉及人员数
量之多、范围之广、数额之大，可谓触目
惊心。虽然涉案犯罪团伙受到了应有的
法律制裁，但该案折射出非法期刊背后
的“黑灰利益链”以及一些地方学术评价

“唯论文”的顽疾，值得进一步深思、反
省。在正规学术期刊数量有限、发表门
槛较高的情况下，“山寨期刊”便成了一
些人的“救命稻草”。因此，要想有力打
击“山寨期刊”，就需要进一步改革学术
评价体系，完善多元化的评价标准。只
有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

“山寨期刊”才会失去生存土壤，学术也
才能更好回归初心。

正观视评：
被收“买烟钱”非个例
调查不能止于“个人原因”

10月 9日，湖南湘西自治州公安局
通报称，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有警察收
取 100元“给领导的买烟钱”情况属实，
网友反映的情况系陈某个人行为。目前
陈某已被停职，移交纪检监察机关进一
步调查处理。

据红星新闻报道，与上述网友有着
同样经历的人不止一个。同一名警察，
用同样的伎俩，向出境旅客索取费用可
能长达 6 个月。值得追问的是，明明陈
某早就露出了马脚，像王女士 6 个月前
就反映过，还有那些反映过后收到退款
的，也就意味着昆明机场警方和边检等
一部分相关人员是了解情况的，可为何
直到最近才处理？陈某被停职是咎由自
取，但湘西公安的通报将事件原因笼统
地归为“个人原因”，显得有些轻描淡
写。有关部门应好好反思，管理是否存
在缺位，相关制度是否存在漏洞？而不
是发现一起才解决一起。

红星新闻：
租房多年被收“损耗费”
巧立的名目谁来管？

据报道，潘女士和丈夫自 2018年到
杭州生活以来，一直租房住。最近，潘女
士买了新房，要求提前退租，没想到房东
却突然翻脸，马上列出清单要求赔偿，除
了要收违约金、押金，还列出一系列电器
损耗费。

租客把房子住“旧”了，收点“房屋青
春损失费”，房东似乎还觉得收得在理。
可事实上，房东讲的不是道理，是歪理。
一手交房、一手交租，租金本就包含使用
房屋的正常折旧。民法典规定：承租人
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
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对租客
而言，所谓房屋损耗费，纯属巧立名目的
乱收费。想要管住“无良”房东、保护“无
助”租客，得靠法律、靠制度、靠规则，进一
步健全住房租赁市场纠纷调解机制，建立
更为便捷高效低成本的争端解决方式。
更重要的是，公道自在人心。要知道，靠
刁难讹诈赚的钱，早晚也将反噬己身。

9月17日，国泰航班一乘客调座椅遭后排辱骂《每日经济新闻》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