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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一档农业真人秀《出道吧！科技小院》悄
然走红。节目展现了科技小院中的青年学子扎根农村，
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点滴细节。深夜抢收莴笋，
自制生态绿肥，自研起垄覆膜栽培技术……一项项劳动
体验，诠释着“粒粒皆辛苦”，也充分说明广大农村不缺
吃苦的人，缺的是把技术带进来的人。

以节目为桥梁，科技小院再度进入公众视野。2009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及其团
队在曲周探索成立科技小院，既为农民提供“零距离、零
时差、零门槛、零费用”的科技服务，也为学子们提供一
个将理论化作实践的科研平台。科技小院迅速在全国
31个省区市的千余个村庄铺开，成为链接城市与乡村、
学子与农民、校园和市场的有益载体。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是关乎基本安全的铁律。特
别是在今天，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不确定风险增加，
国内粮食供求长期维持紧平衡格局，夯实我们的发展安
全感，离不开农业的发展、乡村的振兴、农民的耕耘。这
些宏大叙事，最终都会指向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和

农业的收益率，而科技正是破题的关键。这个意义上，
科技小院任重道远。

农业人才断层，这是科技小院师生们发现的一个突
出问题。尤其是今天的农业发展，不可能关起大门、单
打独斗，而要依靠多行业通力合作。当代青年有理想、
有学识，完全有能力用智慧造福更多人。当务之急，就
在于如何调动起大家心中的意愿。农业真人秀等新玩
法，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了助农的获得感，是
一张生动的“邀请函”。

“改个行吧，不要搞农业了，干农业太难了。”节目
中，有村民对科技小院的农学生“好言相劝”。低头沉默
片刻，一位博士生说出了心里话，“仰望星空，脚踏实
地。我们还是希望继续从事农业相关的工作。”这种坚
持，源自梦想的驱动，也是从书斋走向大地后的切身体
悟。又到一年毕业季，一批青年学子正站在人生的重要
路口，完善政策措施、健全体制机制，才能鼓励更多青年
踏上希望的田野，以汗水与智慧赢得人生的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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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关于“好学小孩哥在北京地铁上被北大
博导收徒”的消息引起关注。然而，在热度攀升的背后，
有一个事实浮出水面：这则消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明
显的误读和夸大。北京大学外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
教授、博士生导师赵白生对此作出澄清，他表示确实在
地铁上遇到了这位好学的孩子，并与其进行了交流，但
并未有“收徒”的意向和承诺。

正如赵教授所言，这个孩子身上具有一些“罕见的
品质”。地铁这样喧嚣、繁忙的公共场所，一个孩子能够
沉浸在书本的世界中，展现出对知识的渴求和对学习的
热爱，这种“罕见的品质”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显
得尤为珍贵。赵白生教授对这位孩子的夸奖，不仅是对
其学习态度的肯定，更是对全社会的一种呼吁，呼吁大
家能够回归学习的初心，通过阅读在喧嚣中找到宁静，
在浮躁中找到沉淀。

然而，随着消息在互联网平台快速传播，一次原本
简单、善意的互动被赋予了过多的解读和想象。有人将
这次地铁上的偶遇解读为“天才少年”与“名师伯乐”的

传奇故事。这种过度的解读和美化，不仅容易误导公
众，也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压力。

赵白生教授的及时澄清为这场“地铁收徒”的网友
演绎画上了句号，但这场基于想象的过度解读背后，有
着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社交媒体作为一个信息传播
的平台，有着快速、广泛的特点。与此同时，某些自媒体
博主往往带有一定的引流功利目的，容易引发误解和争
议。在这起事件中，一些媒体和网友将赵教授的简单交
流解读为“收徒”，不仅是对当事人的不尊重，也是对读
书这类美好事物的亵渎。

一次偶遇和赞赏引发了一场“地铁收徒”传闻，这一
事件揭示了在社交媒体时代，信息的快速传播容易失真
和夸大。赵教授无论是真心的夸奖还是郑重的澄清，他
用平和理性的表达和及时有效的互动，对被夸大的网络
传播进行了纠偏。

少一些功利性炒作，多一些正面鼓励，不要让那些
臆想式的渲染和过度解读，伤及原本美好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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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流量化炒作伤及善意的互动

“您有一笔现金可提现到银行卡，白用30天。”据
法治日报报道，各类网贷平台广告无处不在，不仅张
贴在地铁里、电梯内，还嵌入美颜、打车、旅游、视
频、天气等软件中。在用户网购页面，这些广告或是
直接在突出位置显示借款端口，或是主动跳出来，并
通过默认勾选分期贷款引导用户。网友手一滑，就可
能打开这些广告的链接，但想关掉广告，却不一定能
找到按键。

网贷弹窗广告简直是密集分布的地雷——只要上
网，随时都可能踩到；只要踩上了，想逃离都难。这
些年，网络弹窗有多烦，网贷广告有多坑人，已无需赘
述，整治网贷弹窗广告的呼声，也从未断绝。可网友此
起彼伏的呼声，相关部门三番五次的提醒，终究抵不过
网贷公司给平台送上的真金白银。

在网贷弹窗广告中，可以见到各种对利益的肆意追
逐，对法律的毫无敬畏，对公众的坑蒙拐骗。这些广告
中，不乏无资质网贷中介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贷
款，如宣称年利率36%、远高于法定最高年利率的贷款，

放出“你不还钱，就算了，当作福利送你”等大话。更有
甚者，打着网贷的幌子直接行骗，先是承诺转过来几万
元、充充流水，即可下款，但刚一收到用户打款，立马跑
得无影无踪。所谓“免费用”、“不还钱”，是他们百试不
爽的吸引用户的法宝；五花八门的虚假陈述，加上铺天
盖地的弹窗投放，还有借贷容易还贷难的“心机”设置，
让一些急需用钱的人成了骗子“免费用”的提款机，待清
醒过来，只剩追悔莫及：弹窗而来的“网贷”原来不是救
急，而是乘人之危。

且不去问为什么网贷企业有那么多钱去投放广告，
也不去追问这些钱到最后谁来买单，仅仅虚假宣传、涉
嫌诈骗、违规弹窗等，就明显违反了法律法规。《互联网
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平台遵守“显著标明

‘广告’和关闭标志”、“保障用户权益”等要求，平台“网
贷广告关不掉”乱象突显，就是明摆着跟国家规定反着
来。践踏规则，不顾吃相，如此肆无忌惮，原因无非是赚
的钱比挨的罚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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