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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宁夏银川地震时背起身边同学逃离的郭庆
同学，引发关注。1月6日，该生所在学校决定授予郭庆同
学“卓越银外人”的荣誉称号并给予他相应的物质奖励。

“心地善良比什么都重要”“中华好儿郎”“地震瞬间
这个回头太帅了”……危急时刻能停下逃生的脚步转身
背起同学的郭庆，赢得了不少人的称赞。

面对突发危险，第一时间逃生是人的本能。监控视
频显示，地震来临瞬间，郭庆同学在冲出教室的一刹那，
发现身后还有一位行动不便的同学无法自行撤离，便迅
速折回背起这位同学一起向外冲。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
钟，但勇气、责任、担当等高尚品质却在这一刻具象化
了。

事后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第一次遇到地震也非常
震惊、害怕，跑的时候瞄见同学往桌子底下钻，当时没想
什么就回去把他背起来，紧急集合的时候手都在抖。这
种下意识的反应，更彰显出该生刻在骨子里的善良。“文
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
他异，只是本然。”郭庆同学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他的
义举充分体现了人性本善的光辉，是一个生动的德育范
本。

行善固然是一种人人皆具的本能，但善行如果能获
得应有的褒奖，无疑有助于激发更多的善行。郭庆就读
的学校敏锐地察觉到，他的勇敢逆行蕴含着教育契机，
随即对其进行包括授予荣誉称号、现金奖励、减免学费

等一系列嘉奖。此举肯定的不仅是郭庆同学个人，更是
在弘扬一种互帮互助的精神，是对全体学生乃至整个社
会的一种正向教育和引导。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关键在于能否得到呵护并被
有效激发出来。该校对郭庆同学的“重奖”，不仅为这个
德育案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还向整个社会传递了正
能量，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好人有好报，这有助于引导更
多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共同营造一个和谐、
美好的社会氛围。以福配德，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自然
就会越来越高。毫不夸张地说，面对突发地震这场特殊
测试，郭庆同学和他所在的学校都上交了一份满分答
卷。

点赞之余，也有网友提出学校要加强对行动不便孩
子的关注。这样的善意提醒，并非多余。如果事先没有应
急预案，一旦出现地震和火灾之类的突发事件，没有“点
对点”的负责人，慌乱之中能否有更多人施以援手，又能
否做到有序施救，很难给出确定的回答。

汶川地震之后，几乎所有学校都已经落实了日常的
安全演练，但对行动不便学生的撤离问题，有的学校重
视程度不够。居安思危，我们理应进一步加强应急演练
工作，尤其要在提高师生的应急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上
做得更实、更细。惟其如此，才能确保在突发危险来袭时
不落下每一个孩子。

胡欣红 来源：北京青年报

地震时背同学撤离是生动的德育范本

网红打假食品安全事件在网上频频出现，其中不少
事件未经调查迅速扩散引发热议，对消费者和商家形成
冲击。对此，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文提醒：
应理性看待网红打假，消费者在面对食品安全舆情时，
应多方求证，了解事件全貌和真相。

网红打假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激发巨大舆情，是消
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切和互联网流量共同导致的。网
红借助自身知名度打假，产生的影响较大，有助于督促
经营者更注重服务与产品质量。

然而，有些网红为了博眼球赚流量，可能会故意夸
大甚至虚构事实，扮演揭露者的角色。如果越来越多以
情绪和“伪科学”为主导的信息在网络上肆意传播，那么
真正以食品安全知识为基础的信息空间就会受到挤
压。这不仅会误导消费者，更会对经营者造成严重影
响。

网红打假需“真打”。一方面，网红揭露的问题要
真。必须确保所揭露的问题真实存在，不能夸大或者编
造，避免刻意误导和煽动消费者。另一方面，网红打假

的证据要真。打假过程中必须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
证据。一些网红在打假时，可能会使用虚假检测报告或
不合法的取证手段。这种行为不仅无法证明其打假的
真实性，还可能因违法取证而承担法律责任。

网红打假更需“会打”。打假者应具备一定专业知
识和鉴别能力。食品安全涉及多个复杂领域，如食品成
分分析、生产过程监管等，因为缺乏专业知识而导致误
判，形成的负面影响反而会带来“难以承受之重”。

作为网络空间的重要舆论场，短视频平台应建立起
健全的舆情引导机制。加强对打假视频内容的审核管
理，对未经核实或存在明显夸大、捏造事实的信息，应及
时限流或下架，防止引发不必要的风波。建立完善的举
报投诉机制，畅通用户积极举报不实打假信息渠道，及
时处置违规内容。消费者在面对网红打假时，也应多一
分理性，多一些求证，积极通过官方渠道关注调查结果
和发布信息。通过学习相关的食品安全知识，成为半个

“打假人”，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用好维权手段，更好维
护合法权益。 刘 莉 来源：经济日报

网红打假岂能假打

近日，南北“换房过年”在社交媒体引发关注。所谓
“换房过年”就是家住北方、要去南方过年的人，与家住
南方、想去北方过年的人互相交换住房的使用权，以此
减轻住酒店的经济成本。（1 月 6 日光明日报微信公众
号）

换房过年何以走红？无他，经济实惠而已。春节期
间，热门旅游地酒店价格飙升，住宿成本是笔不小的开
支。换房提供了一种高性价比的替代方案。双方节省
了成本，还能体验不同地域的市井生活，何乐而不为？

但反过来看，如此模式不可避免也会面临一些问
题。恰如某位网友所总结的：“形式特别好，商业模式也
清晰，但是对于信用的要求过高。”一方面，可能出现“买
家秀”与“卖家秀”的差异。一些人通过图片美化、夸大
其词来放大自己房屋的优点，导致对方实际居住体验与
预期差距甚大。另一方面，财产安全难以保障。房屋

“货不对板”或许只是影响居住体验，但在缺乏有效监督
平台和法律保障的情况下，一旦物品损坏或丢失，责任
界定和赔偿往往难以明确。

当下，已经有一些平台抓住了商机，开始运营这类
换房服务，并要求进行实名认证、收取押金和手续费
等。但从整体上看，这些措施并不能完全消除风险，换
房过程中的漏洞依然存在。不可忽视的是，换房过年作
为一种新兴的“玩法”，反映了人们对个性化、经济实惠
旅游方式的需求。在尊重个人选择的基础上，各方不妨
进一步完善相关服务和监管机制。市场应积极解决现
存问题。譬如，建立更严格的审核机制，对房屋信息真
实性进行核实，保障双方权益；完善交易规则，明确责任
划分，降低交易风险。监管部门也应当发挥作用，及时
出台相关政策，给换房过年加一把“安全锁”，引导其健
康发展。 皇甫思逸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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