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除“份子钱”烦恼需靠更多年轻人“觉醒”
如今，“份子钱”是备受青年关注的话

题。记者采访发现，年轻一代对“份子钱”的

看法不一。有人因“份子钱”产生心理和财力

负担，有人因“对方收过‘份子钱’却不回礼”

而烦恼，还有不少年轻人开始对不合理的“份

子钱”说“不”，提出一些新观念、新做法。（10

月25日《中国青年报》）

像报道中提到的，今年国庆假期，在外打

拼6年多的何娇娇回到家乡甘肃陇东地区某

城市举行婚礼。婚礼前一天，相识20多年的

好友于莺颖帮她装饰了卧室，还送来了一台

全自动揉面压面一体机。选定小家电作为礼

物，是因为常听何娇娇提起：“自己平时三餐

主食以米为主，很想念家乡的面食，但和面、

揉面总是不得要领。”

不送礼钱而是送需要的实物，这是年轻

人“整顿”“份子钱”出的一个实招。近年来礼

金不断上涨，“随份子”的压力加大，不少人直

呼“钱包受不了”，倍感“压力山大”。中国又

是一个人情社会，遇到婚丧嫁娶、生日、升学、

乔迁等，都要掏“随份子”。而在我国多数地

方，还“人情”是比还“债”更大的事。

“份子钱”看起来并无不妥，可问题是，要

是过分强调礼金数额，就会使正常的人际关

系走样，甚至沾满“铜臭”。本来，参加婚礼是

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很多人却乐不起来。

“份子钱”不仅使人背上经济负担，转圈偿还

的人情债又变成“二次烦恼”——随礼，简直

是越随越闹心、越随越令人无奈。

处处有“人情”，事事要“随礼”，却很难简

单划分孰是孰非。作为礼尚往来的参与者，

几乎每个人都身在其中。今天烦恼的随礼者

也许以前先收过别人的礼，现在收礼的人以

后也会给别人随礼。消除“随礼烦恼”需靠你

我他共同努力，我们不能仅是抱怨，而是要采

取实实在在的行动。

其实，正常“随礼”无可厚非，但过度随礼

风气已成公害，说明是该转变观念了，更说明

只有靠不断移风易俗，才能逐渐将恶习消

除。“‘份子钱’烦恼需靠更多年轻人觉醒”，如

此才不至于让正常的人际关系被“份子钱”

“套牢”，社会风气就会更健康文明。 刘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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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网友发文称，

湖北襄阳市诸葛亮中学七

年级一位老师在批改作业

时，给学生写下评语“全班

最差，你是孤儿吗？没人管

吗？”对此，襄阳市诸葛亮中学办公室工作人员回

应，该校将会调查此事。（10月25日红星新闻）

一个班级，学生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有所

差异，再正常不过。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

理解教师希望学生进步的心情，但在班级群里

公开指责学生，并用“孤儿”这样的词来恶意称

呼，显然违背了教育的初衷。都说“恶语伤人

六月寒”，这些伤害性不小、侮辱性极大的词，

践踏了学生的尊严和自信。倘若说涉事老师

是出于对学生的爱而批评他们，那么必须要

问，这种“恨之切”的表达方式又何以体现出

“爱之深”呢？

任何一种惩戒行为都不能以伤害学生的

身心健康为代价。这样近乎恶毒的辱骂，已

然突破了师德底线，违反了相关规定。无论

是《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还是《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

法》，都给教师行为划出了“红线”，明令禁止

教师这样羞辱学生人格。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过，教育意

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

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教师是播

撒爱心的使者，他们除了遵循职业道德之外，

还应用自己真诚无私的灵魂唤醒

学生们内心对未来的渴望。

教师的责任不仅仅是传授知

识，更是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

他们应该引导学生，鼓励他们充分

发挥自己的潜力，而不是用伤人的

言语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当我们

谈论教育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教

师的初心，那就是培养健康、自信、

有爱心的个体。

此事对为人师者和学校也是

一种警示：教育不仅仅是一份工

作，更是一份责任和使命，必须反

思那种唯成绩的思维及学生评价

机制。除了事后惩戒，老师所任职的中小学

和地方教育部门，也应该切实担负起管理责

任，加强对师德师风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同

时，学校也应该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确保教师

行为符合教育的伦理和道德标准，让每个孩

子都能在校园里健康快乐成长。

孔德淇

教师骂学生“孤儿”，别忘了从教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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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面对迷茫和焦虑
是人生重要的必修课

当你陷入迷茫焦虑的旋涡，反复思量，不断观

望，那些“行动派”早已在赛道上奔驰。不想被甩在

后面，也只有先跑起来，再找机会去寻找自己的路。

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答案，解决迷茫的好方法是把

目光投向远处，用未来的眼光看待当下的生活。人生

的难题，事业的瓶颈，遇到了就逐项解决，没遇到就不

慌不忙地生活。聪明人，永远不会让自己活在犹豫中，

他们总有办法让生命充实起来。人这辈子，别因自己

的犹豫摇摆，让万事成蹉跎。岁月滚滚向前，愿你我都

能勇敢地投身生活，搏一个精彩的未来。 @新华社

长相年轻，是因为这四点
1.坚持运动。运动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舒缓心

情，还能让你养成自律的习惯、丰富生活的内涵。动

起来，才能欣赏最美的风景、收获鲜活的自己。2.内

心善良。在有限的生命中，真心善待身边的每个人，

学会爱与被爱，时间也会为你雕刻出“美丽”的模

样。3.追逐梦想。有梦想、有追求，是件弥足珍贵的

事。只要你勇敢前行，生活早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

惊喜。4.热爱生活。当我们认真去生活就会发现，平

凡的日子里也藏着无数小确幸。只要心态年轻，你

就永远年轻，走到哪里都自带光芒。 @人民日报

合肥的刘女士因为腿部疾患，今年

已经在医院折腾大半年了，跑了市里的

三家三甲医院挂了六七个专家号，至今

病情也没见什么起色。仅本周她就跑

了4趟医院，网上预约，好不容易抢到专

家号，赶快去找医生，医生 3 分钟看完，

然后是排队化验、做磁共振……各种检

查。如此，每次就诊下来常觉得很疲

惫。更让人疲惫的是，各种检查过后，

医生开点药，吃完也没有效果，过后不

得不重新找专家挂号，再次拖着沉重的

双腿在医院来回奔波。刘女士的就医

经历让人直呼：把病看好真是一个难

啊！

其实，像刘女士这样经历的人不在

少数，他们都有看病难的感慨。一个看

似很普通的腿疼病，为啥这么长时间总

也治不好？看病咋就这么难？也许看似

普通的病并不普通，或许需要各方面的

排查、反复的诊断才能找到病症最后加

以治疗。但一些医生的漫不经心和医术

不高，却让病人心生疑虑和不满。这也

许是医患矛盾产生的根源。然而，无论

是误会也好，不满也罢，这样的医患矛盾

的存在总是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医

患矛盾不仅会影响医生和患者的心理健

康，也会损害医疗服务的公信力和社会

形象。

如何让患者不再有看病难的感慨？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医生的职责就是治

病救人，为患者减轻痛苦。因此，首先医

生应该兢兢业业对待本职工作，把病人当

亲人，对待患者尽可能地多点耐心，少点

敷衍，切不可“3分钟打发”。

其次，医生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医疗

诊断水平，不能离了设备就无法看病，

完全靠设备，没有自己的判断。医生医

术精湛能少走很多弯路，既为患者减少

很多痛苦，又能减轻患者很多负担。

此外，医院要更多设身处地为患

者着想。医院要生存发展，一定的创

收可以理解。但不能忘了救死扶伤的

初心，要有“但愿世间无疾苦，宁可架

上药生尘”的胸怀，决不能因为医院利

益，让患者过度检查，既增加患者的经

济负担，又增加心理负担。“博学而后

成医,厚德而后为医,谨慎而后行医”,医

生应该是患者最信赖的人，医院应该

是最值得患者依靠的地方。但愿看病

难不再成患者的感慨。 栗 水

“去医院看病为什么这么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