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速递：近日，宁波象
山渔民一网捕到2000多公斤野
生黄鱼、卖了957万元的消息，
登上了热搜。当前，正值东海
野生大黄鱼越冬季，大量渔船
云集大黄鱼的越冬场，许多海钓
客们也在那里“捞金”。

■热评：春节临近，野生大
黄鱼价格猛涨。浙东一带，上至
老板富豪，下至平头百姓，过节
送条大黄鱼堪称民俗。大黄鱼
是传统节日必不可少的一道硬
菜，也是他们的乡愁寄托。只是
1974年，浙江曾召集2000多对
机帆船，过度捕捞大黄鱼，对栖
息地造成破坏，导致大黄鱼资源
几近枯竭。

而如今这一系列现象说
明：在各方努力下，消失多年的
东海野生大黄鱼资源终于有了
恢复的迹象。

对于如今渔民捕捞大黄鱼，
喜获丰收，我们暂且冷静看待。
目前东海大黄鱼资源仍处于稀

缺状态，远远没有达到产业化捕
捞的水平。诚如浙江省海洋水
产研究所相关负责人所言：在没
有摸清大黄鱼家底的情况下，这
种高强度捕捞不可取，如果一拥
而上，担心大黄鱼越冬场又将面
临被“一锅端”的危险。

大黄鱼越冬场的保护，刻
不容缓。有关专家提议，尽快
为此立法，构建大黄鱼整体发
展框架，禁止近岸渔场拖网作
业，实行配额制捕捞，科学化增
殖放流，对刚刚恢复的大黄鱼
资源给予更多保护。须知，大
黄鱼若被“一网打尽”，以后也
别想用它们年年庆有余了。

不要只看到眼前利益，竭
泽而渔是万万行不通的。不妨
好好呵护这希望的火苗，风物
长宜放眼量，要看到五年十年
之后大黄鱼族群“王者归来”。
在健康的生态环境中发展壮
大，才能让大黄鱼给予人类最
好的回馈。 陈江

若想年年有鱼
别急着一网打尽

■新闻速递：三星堆遗址
新发现全程直播，引发众多网
友关注；河南博物院推出的数
字考古活动，吸引3000万人次

“在线考古”；陕西省西安市白
鹿原江村大墓被确定为汉文帝
霸陵……刚刚过去的 2021年
不仅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周年，还产生了众多令人
欣喜的考古发现，让人们进一
步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热评：近年来，不少考
古发现吸引了大批“粉丝”，曾
被视为“小众”“冷门”的考古日
益走向大众、掀起热度。

“考古热”的背后，是相关从
业者贴近公众的努力。从许多
博物馆推出的考古体验活动，到
线上直播发掘现场……通过传
播手段的创新，多种多样的“打
开方式”将有料的内容与有趣的
形式相结合，在展示考古成果的
同时，增强了人们对考古的亲近
感，成为了解考古、走近考古、热

爱考古的契机和窗口。
“考古热”的持续，反映了

年轻人渴望了解中华文明起源
和发展的强烈需求。考古学不
仅关乎过去与现在，更面向未
来。频频打动人心的，不只是
震撼的发掘、壮观的遗址、精美
的文物，更是中华文明的辉煌
成就与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考古“热”起
来的同时，也应注意澄清认识误
区、避免跑偏，真正展现考古工
作的意义与价值。例如，此前有
媒体在直播考古发掘时连线某
盗墓小说作者，就曾引发争议。
考古不能与盗墓混为一谈，也不
等同于“挖土寻宝”，日复一日的
坚持、不惧寒暑的艰辛和小心求
证的严谨才是考古工作的本真。

丰富多样的创新为人们走
近考古打通了新路径。期待“热
起来”的考古持续“热下去”，让更
多人透过云烟，拂去尘土，同历史
与文明的瑰宝相遇。 曹雪盟

考古何以“热”起来

■新闻速递：销售人员未
做到“每日 8次整点签到”，被
公司认定为履职不力而屡被降
薪;连锁超市开展评比却未预
先告知，一家偏僻门店的店长
因销量最低被降职;快递网点
负责人排名靠后被降为仓管
员，质疑公司考核标准模糊
……据工人日报报道，流行一
时的末位淘汰被判违法后，一
些企业转而对“末位员工”随意
降职降薪。

■热评：从末位淘汰，到
现在的末位降职降薪，有些企
业喜欢推行“末位机制”，本意
是为了倒逼员工努力工作，但
此举却侵犯了员工的合法权
益，因为不管是末位淘汰，还是
末位降职降薪，都是违法行为。

事实上，降职降薪的实质

是变更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
规定，对于变动条款，用人单位
须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见，
企业单方面降职降薪，事先没
有取得劳动者的同意，也侵犯
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所以，
不管是末位淘汰，还是末位降
职降薪，都可能侵犯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企业又岂能拿违法
的“末位机制”当“杀手锏”。

年终将至，要保护好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让“末位机制”等

“不平等制度”消失，不仅需要企
业加强法治意识，还要有关部门
加大对企业的监管，督促企业依
法用工，提高劳动者与企业的博
弈能力，畅通劳动者的维权渠
道，降低他们的维权成本。唯有
如此，才能促进劳资关系和谐，
实现“共赢”。 戴先任

年终将至
警惕企业再搞“末位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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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地中小学的期末考试
刚刚结束，著名作家鲍尔吉·原野
收到了一则微博喊话：“爷爷，北京
东城区期末阅读题，海兰花妹妹心
里想的是什么啊？”

原来，作家鲍尔吉·原野的少
年小说《乌兰牧骑的孩子》节选内
容进入了2022年1月北京东城区
初三语文期末考试阅读题，其中有
一题要求补写出文中海兰花的内
心活动，该区的许多学生表示题目
太难，纷纷去作家的微博留言求
助。

学生被阅读理解考倒，并非什
么新鲜事儿。

2017年浙江省高考语文试卷
上一条“诡异”的鱼，就难倒了 29
万考生。阅读理解选择了巩高峰
所写的《一种美味》，讲述了一个农
村家庭吃鱼的经历，文章的末尾写
道“现在，它早死了，只是眼里还闪
着一丝诡异的光。”命题者要求对

文章结尾进行“赏析”，让不少考生
都懵了。考试结束后，网友们纷纷
喊话作者，询问到底什么是“诡异
的光”。更“诡异”的是，作者表示

“我本来是搞笑的，谁知道有这么
一出啊”。

海兰花妹妹心里想什么，当然
与“诡异的光”的情况有所不同。
据悉，作为阅读题的小说内容由于
试卷的篇幅设置，与原著相比删减
许多，因此也造成了学生在理解上
和答题上的困难，使得不少学生认
为故事中的两条鱼死了存在着诸
多暗示。对此，作家鲍尔吉·原野
建议学生们可以通过阅读整本书
来丰富对人物和故事情节的理解。

事情基本明了，但学生为何想
多了却耐人寻味。阅读理解做多
了看什么都觉得应该有诸多暗示，
网友不无戏谑的感慨道出了一个
不容回避的真问题——阅读理解
究竟考什么？该如何出题？

顾名思义，阅读理解当然应该
以考查学生的阅读能力为核心。
但问题是，现在很多阅读题却经常
莫名其妙地给考生“挖坑”，甚至连
原作者本人也常常被打败，令人啼
笑皆非。几年前，媒体报道一位作
者的文章被选用为阅读理解材料，
自己做题后却尴尬地发现，12 分
最多拿6分。作者还发现，有助于
考生作答的文段被肆意删去，他由
此不禁发问：“挖了那么多‘坑’的
考题究竟能不能很好地测出学生
的阅读能力？”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
雷特。对于文章有不同的看法，本
是正常现象，出题者“挖掘”出原作
者所没想到过的东西，也无可厚
非。之所以出现作者做不好自己
作品的阅读理解题的荒诞现象，关
键就在于试题存在“标准答案”。
本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所谓
的标准答案面前却只能削足适履。

只要有考试，当然就要有相应
的评判标准，但如何设置阅读理解
的“标准答案”，却大有文章可做。
如果对文章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
那么阅读理解考题的答案设置就
应该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对考
生阅读理解能力的考查，重点应该
放在解读是否言之成理和有独到
见解等方面，而不是与出题者所认
为的“标准答案”有多少契合。

开放式的答案设置，当然会给
评卷工作带来不便，但并非无法操
作。主观性更强、更难评阅的作文
题都能解决，阅读理解咋就做不到
了呢？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初中生喊话作家期末阅读题
太难，不能只当作笑谈。毫不夸张
地说，阅读理解题如果还是固执地
保持着非此即彼的答案设定，学生
喊话作者、原作者被打败之类的事
情就难以避免。

年关将近，各地开始紧锣密鼓
地谋划形式多样的送文化下乡活
动，其中送春联下乡尤为受老百姓
欢迎。一个小小举动，让基层群众
感觉很暖心。从活动效果反观活
动的内容与形式，萌发了对当下流
行“种文化”的一点思考。

在中国语言文字中，“种”有两
种解读，一是作动词，二是作名
词。读音不同，意义也迥异。

先来说说作动词用的“种文
化”。凡是种一种东西，先要把它
种活，而且能生根、开花、结果，离
不开阳光、空气、水三要素，如果有
肥沃的土壤则更佳。在合适的地
方种合适的东西，才能避免出现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
枳”的尴尬。要让一种文化形态

“种”在乡村，并长久地在乡村扎
根，同样需要因地制宜、顺势而
为。送春联为何受基层百姓欢
迎？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年

文化和楹联文化在乡村根深蒂固，
雅俗共赏。西安高腔是具有衢州
辨识度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柯城
区航埠一带氛围浓厚，通过设置一
系列活动载体，进一步提高西安高
腔在当地扩面传承的质量，也可以
成为一种有效的“种文化”方式。
再比如在全市不少地方有坐唱班，
送文化下乡时是否可以在提高传
统艺人们的创作水平、改善坐唱设
备等方面提供一些指导和帮助。
这样的“种文化”才是真正种在乡
村土壤上的文化，才是可持续、有
生命力的“种文化”。

当然，“种文化”还有一种形式
是将富有时代感的新文化形态

“种”到乡村。如何让“无中生有”
的新文化形态能在乡村活下去，厚
植新文化形态的乡村土壤是前
提。有的地方引进一些高端艺术
家工作室，颇为博人眼球。但如果
不能接地气、不能更好地融入乡村

独特的生存环境，充其量只能是一
种表面热闹、曲高和寡的伪政绩。
当地政府所要做的最紧迫任务是
尽快找到这种文化形态与当地产
业发展、乡村振兴之间的连接载
体，否则当外在推动力量撤退后，
这些没扎根的新文化形态可能就
会萎缩。

再来说说作名词用的“种文
化”。数千年农耕文化是中国乡村
文化的根和魂，也是散落在中国乡
村大地上的文化种子。丰富多彩、
形式多样的乡村文化里寄托着乡
愁、饱含着闪亮的民间智慧。在共
同富裕的背景下，激活这些沉睡的
文化种子，让它们重新发芽，并经
过精心培育后生根、开花、结果，最
后把果实留在乡村这片广袤肥沃
的文化土壤上继续繁衍，是振兴乡
村文化，让广大乡村百姓在富口袋
的同时富脑袋最有效的途径。各
地的自然禀赋和历史文化底蕴千

差万别，文化“种子”也各有特色，
最主要的是接地气、有人气，与乡
村文化生态融为一体。

近几年来，我市各地在充分挖
掘整理地方特色文化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可谓成效明显。龙游泽随
村围绕浙西地区体量最大的古建
筑文化，谋划催生了相关的文化产
业；江山大陈村抓住一首村歌，不
断挖掘当地特色文化，做大了乡村
休闲旅游；衢江杜泽镇利用微改造
老街的契机，植入特色微产业，打
造出全市首条“亿元老街”。这些
成功案例里都给了我们传承、开发
乡村“种文化”的深刻启示。

共同富裕离不开精神富裕，乡
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既关注
通过城乡互动在乡村种文化，又关
注激活乡村传统文化的种子，培育
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两者不
可偏废。

近来，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新名
词涌入人们的视线。以“萌系”产
品为主打卖点的卖萌经济、为“一
个人”找快乐的单身经济，以及重
视制造“边界感”的社恐经济等等，
均在潮流涌动的市场需求中找准
自身定位，迅速获得了更多年轻人
的青睐。

年轻消费群体催生一系列新
经济，其实也属于市场经济发展的
必然阶段。作为当前市场的主力
消费军，年轻群体的兴趣爱好、生
活态度也当然会投射到各种消费
行为上来，进而推动商家或市场改
变原有的营销策略，去接纳这部分
人的消费习惯。

这些新经济的潜力，无论在线
上还是线下，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
力量。可以说，新经济的出现影响

着市场的发展规律，也在改变着当
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如今的年轻人群体越来越多
地呈现出视野开阔、崇尚个性和追
求自我的特质，他们面临着更为多
元的消费选择，也秉持着更为独特
的消费品位。

与此同时，他们还呈现出了与
上辈人截然不同的消费趋向，比如
更加追求商品的精神属性和个性
化体验，渴望通过购买行为获得更
多的舒适感和归属感。这些需求
刺激着新经济的出现，而我们也得
以从新经济中多了一个了解年轻
人的窗口。

从刷爆朋友圈的星巴克猫爪
杯，到玲娜贝儿玩偶被炒到上万
元，甚至是成为 2021 年“双 11”期
间销售黑马的博物馆文创萌系

IP，都在体现着卖萌经济的巨大影
响力。这些拥有可爱萌物加持的
商品，正在成为年轻人情感投射的
对象，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情绪宣泄
的新出口。

而一人食火锅、一人旅游定
制、单身公寓等单身经济的兴起，
又与当下年轻人越来越注重高质
量生活的特质相关联。一人户家
庭破亿、单身人群超 2 亿的这些
数字，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年
轻人可以在一个更为包容和自由
的环境中，选择自己认为舒服的
人生方式。单身经济的兴起，也
是对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记录与
折射。

新经济改变着年轻人的生活，
也打下了专属年轻人的时代烙
印。因此从另一层面来说，多元化

经济的兴起，也是由于社会发展的
大环境赋予了当下年轻人多样化
选择的契机。只有在一个更为繁
荣也更为包容的经济业态下，才更
能看到年轻人最真实的社会和心
理需求。

经济的发展从不缺新名词和
新形式。它们在不断增加，不断发
展，也在被不断淘汰，但一个平衡
稳定的市场环境也势必会对这些
形式进行“大浪淘沙”。

这些新经济就如同每个阶
段的网络流行语那样，描摹着年
轻人当下的消费图景，记录着当
代年轻人的喜怒哀乐，也帮助着
社会读懂他们的压力和期许。
因此，理性看待这些经济新业
态，给年轻人更多的保护与尊重
即可。

“阅读题”为难几代学生，症结在哪儿
胡欣红

在新经济中，读懂年轻人的需求
邢妍妍

换个视角看“种文化”
东杰

年关将至，又到了家人们轮番发出“催婚令”的时候。通过租赁服务来高
薪招聘临时男/女友，成了应付催婚的一种选择。

花个几百上千元租个男/女友回家，让父母安心，貌似能省去被催婚的烦
恼。殊不知，租友服务本身就游走在法律边缘，暗藏各种风险隐患。

大龄单身青年应该意识到，与其冒着人身、财产的危险，花钱去市场上租
男/女友来欺骗父母、亲戚，倒不如坦诚相对，直面催婚的考问。毕竟，租友说
到底是一场自欺欺人的表演，迟早会有穿帮的一天。

对于越来越庞大的租友产业，以及越发火爆的租友服务网站、平台，相关
部门也应进行规范限制。尤其需要提醒的是，一些平台打着租赁对象的旗号，
暗中提供色情服务，背后暗藏着卖淫嫖娼的地下产业链。对此，公安、网络监
管等部门需严厉查处并依法严厉打击。

作者/程硕

莫要自欺欺人

■新闻速递：“核酸大筛
听指挥，叫到哪栋哪栋动”“天
天吃天天睡，在家没有高消费”

“三门三门咱可真哏儿，喊了半
天没有人儿”……近日，多段天
津防疫人员花式向居民喊话视
频走红网络。这些防疫人员将
抗疫中的流程环节编成顺口
溜，用快板的形式唱了出来，赢
得许多天津市民叫好。

■热评：贴地气的表达下，
是一线防疫工作者的走心态
度。一套有趣生动的顺口溜后，
免不了路过的居民“在人群中多
听上一句”，带回去的就是一份
份对健康的嘱托。这些细心、用
心、暖心之举，让每一项防疫政
策都尽可能被居民听见，让每一
份真心都尽可能得到回应。

“快板说防疫”，彰显的是天
津这座城市“祖传的乐观精

神”。本轮疫情暴发初期，官方
慰问信抬头是“亲爱的父老乡
亲”，引导核酸检测听到的是
贯口相声，就连排队做核酸检
测的天津大爷也忘情抖起了空
竹……全国人民都在为天津揪
心的同时，这座城市用乐观的表
达来自信回应，“哏味儿喊话”喊出
市民早日战胜疫情的坚定信心。

带有天津“哏味儿”的花式
防疫宣传方式，有力度、有态度、
有温度，是各地既严格执行中央
防控政策，又灵活结合本地特色
创新抗疫举措的一个缩影。前
有一线医护人员逆行冲锋，后有
民间温情萤火相照。每一城一
地，如果疫情防控都能布控精
准，措施到位，饱含感情，就一定
能取得民众的理解和配合，一定
能凝聚起战疫的最大力量，一定
能最有效地控制疫情。 邱犇

天津抗疫“哏味儿”喊话
喊出暖心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