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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丢弃”在厕所，被炮仗炸成“一行白鹭”，“烂
尾”后被花式赶工；也会被从火海里“救出”，被亲戚当
作新年礼物，被“好心人”肆意涂鸦……如今，关于假
期作业的网络段子甚至成了开学季的“固定篇目”，其
中不乏摆拍逗乐、博人眼球者，但也确实有孩子盲目
模仿乃至铸成大错。

近日，某博主发视频称在巴黎收到某个孩子遗留
的两本寒假作业，并已用一个晚上把作业补完，将带
回国物归原主。视频迅速引发全网关注，博主随即大
量“涨粉”，也有网友质疑视频的真实性，指责其“影响
恶劣”。

假期作业往往被视为代表课业压力的符号，一种
关于学校生活的想象。而主导相关话题走向的往往
是成年人，或是将它“高高捧起”来展现自己的权威，
或是将它“踩在脚下”以感怀自己逝去的青春。无论
是辨认不出整体认读音节、用明星名字胡乱组词造句
的网红博主，还是评论区里随口编造学校名称、假扮
孩子舅舅“认亲骗赞”的网友，笔者不认为这是一次合
格的教育，更多是为了营造“节目效果”，博人一笑。

当假期作业成为一则不甚严肃的公共议题，孩子
的真实声音一定程度上就被掩盖。诚然，孩子的天
性是玩耍，很多孩子不喜欢甚至逃避一本厚厚的假
期作业，但这不代表他们就要用对抗式的思维去敌

视作业乃至敌视学习，而这是段子手们惯用的伎
俩。换位思考，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过学生时代，大
多是在抱怨中努力完成任务，因为即便是孩子也有
最基本的价值判断，知道老师和家长布置作业是为
自己好，是在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时间管理能力，
敦促巩固提高。

用最戏剧性、最博眼球的方式演绎冲突，引发公众
对于某一议题的关注，虽不能一棒子打成丑陋和违
规，但也绝对谈不上美好。近日来也有不少关于假期
作业的其他话题：某地教育局明确的“假期作业缓交
期”，敦促学生自我反思的同时也要控制课业压力；某
校给老师和家长也布置了“假期作业”，意在与孩子互
助提高、共同成长；还有各式各样的“最美假期作业”，
拍一次雪景、学着包饺子、争做小小志愿者，也引发围
绕教育意义的思考讨论……这些探索是鲜活有温度
的，因为他们尝试从学生的视角、孩子的需求出发。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博主的视频将孩子作为噱头
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无论摆拍与否，无论是否真人
真事，都缺乏善意，是对这一群体的戏谑而非关爱。

不可否认，我们需要娱乐，用于搞笑逗乐的视频也
是舆论场的一部分。但对“假期作业”的关注不该只
是玩梗，更不该循着成人的恶趣味代替孩子发声。

默达 来源：《南方日报》

假期作业不是用来博眼球的

春节假期，文旅消费“热辣滚烫”，多景区门票
售罄或约满，多酒店“一房难求”。某旅游平台发布
的报告显示，近几年春节旅游高峰过后的几周内，
都是适宜错峰出游的时间节点，机票、酒店、跟团
游、租车等出游价格降幅较为明显。（2 月 21 日澎湃
新闻）

在传统认知中，元宵节往往是春节结束的节点，
但实际上，元宵节后，错峰游才迎来它的“春天”。要
说错峰游有多“香”？一来，价格实惠。近日，“上海飞
大阪机票仅8元”登上热搜，境内外机票价格“跳水”明
显，各地酒店价格也出现明显降幅。二来，体验更
好。所谓错峰游，正是避开了春节出行的人流高峰，
旅行的舒适度、体验感大大提升，更高的性价比受到

不少游客的青睐。
事实上，受时间、自由度等限制，“银发族”、工作

时间相对弹性、带薪休假更加方便的群体仍为错峰游
主要人群，这也为旅游市场如何保持热度提供了新思
路。一方面，错峰游人群相对细分，不妨针对不同人
群提供个性化服务，进一步提升当地旅游吸引力、竞
争力。另一方面，错峰游游客的群体特征明显，相关
部门应有针对性地做优做好游客服务保障，打好“文
旅牌”，赢得长久口碑。

相较于人潮涌动的文旅旺季，如何让淡季不淡、
热度不减，更具挑战性。文旅消费热度的持续，是服
务温度的延续，需要相关从业者久久为功、一以贯之。

赵萱 来源：《广州日报》

深耕“错峰游”让淡季不淡

“生活不只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推拿和足
浴”……近来，“脆皮年轻人”热衷中医推拿、八段锦、
艾灸、刮痧等中医治疗或养生方式，动辄月销数千元
养生登上热搜。

我身边的亲友中，的确有不少年轻人认为中医养
生“真的香”，从哪家中医院可以挂到按摩科，到肩颈
痛和腰酸分别该挂哪个科室，再到肠胃不适要配点儿
什么养生茶，眼下，养生知识已然成了与年轻人互动
的必备谈资。

从之前的“朋克养生”到拯救“脆皮年轻人”，近年
来，随着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人对于健康生
活的关注度不断攀升，不少年轻人因担心未来身体不
适造成生活质量下降而更加关注保健信息，养生被他
们视为一种“爱自己”的方式。

这种健康焦虑不无原因。据统计，诸如糖尿
病、白内障、脑卒中等过去常见于中老年人的疾病
已经开始找上了年轻人，而因长时间使用电脑手
机、缺乏运动等，颈椎、腰椎疾病等也有逐渐年轻化
的趋势。

青春年华本该是活力满满，身体各项机能也处于
较佳状态，年轻人如果伸个懒腰就扭了脖子、打个喷

嚏就腰椎间盘突出，哪还有精力去追求向往的生活？
其实，很多年轻人也明白，身体状况亮起红灯，根

源不外乎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熬夜了就吃“护肝
片”，吃多了就找“抗糖丸”……这种自我补偿式养生，
并不能真正让人们拥有健康的体魄。

在“养生热”的表象之下，如何让年轻人学会健康
生活，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是整个社会
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比如，高校是否为学生规划了足
够的健康教育和体育锻炼时间，用人单位是否加强了
职业健康管理、开展了职工健康素养监测、改善了劳
动环境，等等。

此外，应注意到，伴随各类养生需求，养生产业日
益红火，但其中不乏一些打着“养生”旗号的伪科学真
带货。眼下，需要提防“养生”骗局的恐怕不仅是“咱
爸咱妈”，还有咱们自己。

“爱自己，是终生浪漫的开始”，这句出自英国作
家王尔德的话，被不少年轻人奉为人生箴言，也契合
了他们悦己自洽的生活追求。一年之计在于春，“脆
皮年轻人”不妨就在这个春天定下目标，早睡早起、加
强锻炼。爱自己，从健康生活开始。

曲欣悦 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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