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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正常收费应依据明确标准，事前告知家属，事后出具发票明细热点 话题

□据《新京报》

瞭望塔

整治“大胃王”吃播
要真正做到“露头就打”

救护车收费2.8万元
救死扶伤还是趁火打劫？

极目新闻 图

北京青年报：
从“骑”字读音辨析
看文化传承之效率与美

近日，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正在热
映中，“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
来”中“骑”的读音引发热议。

央视主持人康辉解释说，查阅《现代
汉语词典》的第七版可知，“骑”字在表示

“骑兵”或“骑马的人”时，仅标注“qí”一个
读音，而“jì”被明确标注为“旧读”。媒体
咨询多名中小学老师，也证实了康辉的
说法，语文课本中，“一骑红尘妃子笑”中
的“骑”念 qí。虽然读音被纠正可能会让
一些读者费解，但我们现在使用普通话，
采用汉语拼音注音，没必要也不可能完
全复刻古音。字典将“骑”统一为“qí”的
读音，是基于现代汉语使用的实际情况
作出的规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
全否定“jì”这个传统读法，就像我们欣赏
京剧时会接受一些特殊的发音方式，在
特定场合保留传统读音也是对传统文化
的尊重。

南方都市报：
学生宿舍床生锈门破洞
需要修补的是教育责任心

日前，江西赣州市信丰县铁石口中
学被曝光“学生宿舍环境较差，铁床生
锈，床板和门是烂的”。6月17日，信丰县
教体局通报称，“我们对此深感自责”，已
责令学校立行立改，对相关责任人将依
法依规处理。

显而易见，锈迹斑斑的铁架子床、破
洞大开的宿舍门，这样的宿舍环境是不
安全的。吊诡的是，即便这样的宿舍惨
状远非“一日之寒”所致，校方今年2月还
发布倡议书，动员在亲戚家居住、在校外
租房、离校较远的7至9年级全体同学住
校。在当地 2021年政府信息公开栏里，

《信丰县义务教育发展规划》宣称，要精准
把握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实质，对信丰教育
进行再审视、再对照、再提升。什么是教
育的现代化?可能见仁见智，但如此破烂
的学生宿舍不是教育现代化该有的一
面，当地需要修补的也绝不仅是床板和
门，更需要补的是背后的责任和担当。

羊城晚报：
清华学霸做网红
当尊重多元价值选择

近日，以广东省第 17名的成绩考入
清华，并捐出 10余万元高考奖学金的清
华高颜值学霸张沈心然，回避网络2年后
重回大众视野，并在社交平台分享学习
经验、Vlog直播等，引发网友关注。

对此，张沈心然父亲回应表示：暂时
不同意女儿做这件事。张父的担忧并非
无迹可寻。在“读书改变命运”的传统叙
事里，高学历者的人生剧本似乎早已写
就：科研院所的实验室、顶级企业的写字
楼才是“正轨”，而短视频平台的聚光灯
则充斥着“玩物丧志”的风险。但这种认
知，某种程度上也忽视了时代的巨变。
当知识传播突破传统边界，短视频、直播
成为年轻人表达自我、传递价值的新阵
地。从清华学霸到直播博主，张沈心然
的身份转变，本质上是青年拥抱时代的
缩影。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
颜值与才华不必非此即彼，传统与创新
更可并行不悖，期待社会给予青年更多
的信任与包容。

据报道，近日，浙江杭州一知名
吃播博主在下播后上演了一场惊心
动魄的“抢救”——其因暴饮暴食后
试图用牙刷催吐，结果牙刷不慎滑
入咽喉，直达胃部。所幸经医院急
诊胃镜手术，异物被成功取出。据
了解，该博主以“大胃王”挑战闻名，
此事被曝光后再次引发公众对吃播
的关注。

尽管国家早已出台反食品浪费
法，明令禁止宣扬暴饮暴食的节目，
但部分主播仍通过深夜直播、虚假
标注等方式规避监管，继续以极端

饮食博取流量。这一现象表明，整
治“大胃王”吃播不能仅靠阶段性专
项行动，而应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其
中网络直播平台必须承担起主体责
任，真正做到“露头就打”。

“大胃王”吃播的乱象，早已引
发社会广泛批评。部分主播通过假
吃、催吐等手段制造“食量惊人”的
假象，不仅浪费粮食，更对自身健康
造成严重损害。此外，此类内容传
递“以浪费为娱乐”的错误价值观，
助长攀比、模仿等不良社会风气。

为此，监管部门曾经多次出手
整治，比如 2020年国家网信办处置
1.36 万个违规账号，多地立法禁止
宣扬暴饮暴食，但部分主播仍通过

“深夜直播”“虚构演绎”等话术逃避
审核。这些行为不仅违反法律，更
暴露了平台监管的漏洞。

作为内容传播的第一道防线，
平台有责任也有能力加强技术监

管，如通过AI识别异常进食行为、强
化关键词过滤、建立用户举报奖励
机制等。此前，多个平台曾对“大胃
王”相关搜索进行提示，并封禁违规
账号。但若平台仅满足于“运动式
治理”，而非持续优化审核机制，乱
象必然死灰复燃。

根治“大胃王”吃播，需要形成常
态化治理模式。首先，不仅要加强夜
间审核，还需建立“黑名单”制度，对
屡教不改的主播永久封禁。其次，监
管部门需强化执法，对纵容违规内容
的平台依法处罚，如罚款、限流，甚至
关停服务。最后，鼓励用户举报违规
直播，并完善“一键举报”机制，让“大
胃王”吃播无处藏身。

“大胃王”吃播的整治不能“紧
一阵松一阵”，唯有平台扛起责任、
监管持续发力、公众积极参与，才能
彻底遏制这一畸形现象，让网络空
间回归健康正轨。

6月 16日，江西新余的唐先
生向媒体反映，2025年 4月他将
患重症的孩子从江西省儿童医
院转至上海治疗时，800公里的
路程被“民营救护车”收取了 2.8
万元转运费，转运费是直接转到
司机的个人账户，且无费用明细
及发票，令人质疑其是否合理。
据了解，南昌紧急救援中心的救
护车服务价格公开透明，从南昌
转运至上海的整体费用在 1.1万
元左右。但公立救护车无法承
担跨省转运ECMO患者的任务。
紧急关头，民营救护车似乎成了
病患家属的唯一选择。

无论公立还是民营，救护车
转运都不能坐地起价、半路加
价。此次事件中，救护车司机既
回答不了家属关于收费标准的
询问，用个人账户收费后又提供
不了发票，就连身份都无法证明
是否属于民营医院，种种混乱操
作，让本该救死扶伤的长途转运
变成了一笔糊涂账，难免让人质
疑这是不是在“趁火打劫”。

救护车收费乱象背后，暴露
出医疗信任危机。如果人们总
被糊弄收费，今后还敢放心叫救
护车吗？还能相信医院吗？生
命不可被当作利益的筹码，救死
扶伤应是永恒的信条。标准当
立，乱象该管，“黑救护车”该受
整治了。

救护车收费透明且合理，无
疑是我们所有人的期望。但就

事论事，这笔 2.8 万元的昂贵转
运 费 存 在 特 殊 性—— 使 用 了
ECMO设备（体外膜肺氧合），相当
于“移动的重症监护室”，并且是连
夜从南昌开到上海，两名医护人员
全程陪同，价格未必按一般标准计
算。但毋庸置疑，贵要有贵的道
理，要让人知道贵在哪里。

公立救护车一般不跨省，这
是现实问题，应积极寻找解决方
法。对于民营医院及私人的救
护车，则需杜绝“三无”乱象——
无资质、无标准、无发票。正常

收费应依据明确标准，事前告
知家属，事后出具发票明细。
解决后顾之忧，“生命通道”才
能更畅通。

希 望 能 引 起 相 关 部 门 重
视，尽快采取有效措施，用规范
的救护服务填补民生服务的短
板。人命关天，公益无价，医疗
救助容不得模糊和糊弄。每一
笔账单都要经得起审视，每一
次转运都要便捷高效、畅通无
阻才行。
评论员 韩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