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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规则的刚性与人性化处理并非“二选一”。当所有人都能听懂婴儿啼哭背后的诉求时，文明便能具象化热点 话题

□据《北京青年报》

瞭望塔

动物园展馆驱赶喝奶的婴儿
“禁止饮食”不该如此一刀切

当规则与人情对峙时，你会
怎么选？近日，有媒体报道，一对
夫妇带 10个月大婴儿在上海动
物园游玩时，由于园内唯一母婴
室位于大门外，步行需15分钟，家
长遂进入有空调的科学教育馆角
落用奶瓶喂奶，遭工作人员以“禁
止饮食”为由驱赶。6月30日，上
海动物园发布通告致歉称，对工
作人员教育培训不够到位，对游
客的投诉处理不够有效。此前，
该园称工作人员依规履职，无需
道歉，并坚称大门外有母婴室，游
客应该到母婴室喂婴儿。

游客认为动物园“冷血”，动
物园却认为游客“不文明”。这
场争议的核心，在于规则与人情
的平衡。

动物园之所以禁止在展馆内
饮食，无非是出于对藏品保护和安
全的考量，然而，在规则执行环节
不可缺少灵活性与人性化考量。
婴儿喝奶是其基本生理需求，与成
人正常饮食有着本质区别，一刀切
地将其纳入禁食范畴，显得过于僵
化；又在高温天气下强行驱赶，缺
乏人情味和同理心。

以“文明”为由驱赶喝奶的婴
儿，已然背离文明“以人为本”的初
衷。让人失望的是，园方之前并未

认清这一点。拒绝道歉，说明其没
有意识到管理与服务的不足。而
最终选择道歉，究竟是迫于舆论压
力，还是真正反思了自身问题而真
诚道歉？无论如何，希望动物园能
以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的姿态改进
母婴设施，改善公共服务。

生活中，不少公共场所禁止
饮食，但有两点，“病人服药和婴
儿饮食除外”。这是普遍之外的
特例，更是冰冷条文之外的人性
温度。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就体现在社会对待儿童及其增

加“成本”的每一处细节之中。
说到底，婴儿需要喝奶，这

原本是文明社会应该理解和包
容的，怎么就成了不文明？母亲
需要母婴室就近哺乳，这本是城
市服务应该改善的，为何会受到
道德指责？

规则的刚性与人性化处理
并非“二选一”。当所有人都能
听懂婴儿啼哭背后的诉求时，文
明便能具象化，在现实的土壤
里，生长出最动人的模样。
评论员 韩静

新京报：
2.1公斤算3公斤
向上取整莫成快递潜规则

据报道，近日，媒体记者购买 8件净
重为 2.5公斤的样品，购买相同规格包装
进行打包并自行称重，每一件总重量达
2.7公斤左右，此后记者分别通过 8家常
用快递公司，邮寄到市内同一地点。测
评发现，8家企业中，有半数快递企业在
续重收费中存在“向上取整”行为。

测评中，有快递员称，即使“2.1公斤
也算3公斤的（收费）”。快递企业在续重
收费中“向上取整”，就如商店的“反向抹
零”一般，并非新现象，此前就曾爆出客
户“实际重量3.1公斤，计费重量4公斤”
的问题，引发舆论广泛关注。需明确的
是，这种看似“精明”的收费方式，已涉嫌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部门以
及快递行业协会等，有必要采用约谈、查
处曝光、处罚等方式，引导快递企业“按
规收费”，维护市场秩序。

南方都市报：
高考志愿填报乱象
呼唤更专业的数据服务

自从某高考志愿填报服务网红横空
出世以来，与高考志愿填报相关的服务
渐成泛滥之势。不仅各种合法机构打着

“科技公司”的名号收取咨询服务费，而
且掺杂了许多不明来历的网络博主也在
从事收费服务。

志愿填报服务市场乱象丛生，有些
考生和家长特别依赖网红效应和“AI 智
能”噱头的引导，花了钱却没有得到满意
的服务。除“货不对板”之外，更严重的
问题在于:某些服务宣扬缺乏长远眼光的
短期、功利选择。高考志愿填报涉及千
万家庭的前途，仅靠家庭自己是很难弥
合信息差的，而收费咨询服务又不是很
可靠。因此，有必要搭建一个更开放的
数据服务平台，以满足家长和考生对信
息的需求。数据库也可以开发出一些免
费的或收费的综合信息服务，比如大学
及各专业的排名、各专业的师资与成就、
某专业的就业趋势、大学生就业去向、行
业就业预警之类的网络服务信息。

工人日报：
高铁“轻装行”
诠释出行服务无止境

据新华社报道，6月 28日起，铁路部
门在北京西、上海虹桥、广州南等19座车
站试点开展“轻装行”服务，为旅客提供

“门到站”“站到门”同城行李搬运服务，
铁路12306APP、微信小程序同步推出“轻
装行”功能，让乘火车出行更方便快捷。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高铁成为
众多旅客的选择。然而，携带大件行李
出行却成为不少人的“心头之痛”，沉重
的行李不仅增加了旅途负担，还可能在
进站、乘车、出站等环节带来诸多不
便。铁路部门适时推出“轻装行”试点
服务，从更深层次看，“轻装行”服务是
铁路部门适应时代发展、提升服务品质
的必然选择。时下，人们对出行服务的
要求越来越高，不仅希望出行速度快，还
期待出行过程便捷、舒适。“轻装行”服务
的推出，既是铁路部门积极顺应这一趋
势，不断探索创新服务模式的转变，也是
铁路部门依托科技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
要举措。

开设生活常识课
应成为所有高校标配

医保报销、租房合同、就业求职、
人际关系等生活常识是大学生独立
生活后必须面对的课题。此前，傅
怡强老师在南京传媒学院开设的

《大学生生活指南》课程引发热议。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全
国高校大学生发起问卷调查，共回
收来自 163所高校学生填写的有效
问卷 1389 份，结果显示，89.27%受
访者认为高校有必要开设生活类常
识课程，81.19%受访者表示若学校
开设相关课程，自己愿意选修。

生活看似琐碎、稀松平常，但也
是一门学问。掌握“生活钥匙”的大
学生，不仅生活更有条理更有秩序，
而且生活中烦恼与压力可能也会比
较小。而缺乏生活常识的学生则可
能面临更多的考验，甚至要付出不
菲的“学费”。

大学生在生活中遭遇的尴尬暴
露出大学教育存在的一些现实短板。

“近九成被访大学生认为高校有必要
开设生活类常识课程”的调查数据，体
现出当代大学生对补齐生活常识教育
短板的迫切诉求。问卷数据虽然不够
全面，但也折射出一些问题。

“被拔智齿才知报销规则”“租
房遇坑靠社交自救”，这些令人啼笑
皆非的遭遇真实反映了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远远不能仅靠书本上的理论
知识解决。现行的教育模式偏重专
业知识的教授，在一定程度上忽略
了生存技能的培养。当大学生从象
牙塔初入社会，面对劳动合同等实
际问题时却懵懵懂懂，这类知识的
缺失可能会让他们不知所措。正如
傅怡强老师在课堂上讲述的医保谈
判故事，生活常识背后往往关联着
制度认知与公民素养。

实践中的一些新型课程设置，
反映出对构建多维育人空间的尝
试。在专业教育日益精细化的今
天，生活常识课程的独特价值愈发
凸显。这种“生活即教育”的理念、

“接地气”的模式恰恰是对“立德树
人”教育方针的生动诠释。这类课

程让学生既学会了生存技能，又懂
得珍惜时代红利。

要使生活常识课真正落地生根，
还需突破三大瓶颈：一是课程供给方
面，可多借鉴南京传媒学院的经验，
建立“理论+实操+案例”三位一体教
学模式；二是师资建设上应引入校外
专家、企业人力资源等实干力量，同
时也要培养具备生活教育能力的复
合型教师；三是评价机制层面，需要
创新考核方式，传统的考试方式可能
不适合这类课程，比如，学生可以写
学习心得或展示实践成果等。甚至
有同学建议：“能否像选修课一样，把
这类课程纳入学分管理体系？”这些
都值得高校认真考虑一下。

教育的本质就是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当我们欣喜于高新技术突飞
猛进时，同样不能忽视生活常识这
个看似不起眼的技能。从南京传媒
学院的实践可以看到，生活常识课
不是简单的技能培训，而是贯通专
业知识与社会实践的桥梁。期待更
多高校以开放的姿态拥抱这门新的
课程，期待生活常识课成为所有高
校的标配，切实满足大学生对这门
课程以及对生活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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