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 睛

A 大珠小珠

A 一周声音

A 画中有话

2024年9月26日 星期四
时 评

责任编辑:徐勇进 电话:5325915 E-mail：dbrx5325915@163.com

即将到来的国庆节不仅仅代表着假期和调休，
还有婚礼。若是留心观察，每年的这几天假期中，
风中常常隐约飘来彩色碎屑和鞭炮的火药味，而各
大酒店门口总是摆着两三个拱门。

即使如今中国人对婚姻的理解正发生着巨大的变
化，年轻人们不再将其作为人生中的必然，不结婚也
仿佛正在成为一种潮流。但大多数人们还是选择勇敢
地踏出一步，进入婚姻。就像去年“十一”，有人说
自己八天假期参加了七场婚礼，相信2024年的数据
也将不遑多让。

说起婚礼，最常见的形式是新娘天还没亮就
需要起床化妆，接下来是堵门、问答、发红包、
敬茶……人没到典礼场地，就已经累去了半条
命。但如今，许多人的婚礼更加注重体验感。在
社交媒体平台上，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策划的独特
婚礼，他们把自己的仪式开成了一场游园会，在
等待晚宴开始前，亲友们可以逛展览、参与bingo
游戏、拍摄人生四格……无论大人小孩，都在游
园会上玩得不亦乐乎。

有的仪式中不需要祝词。或许有人会发问，吉
祥话谁不爱听，为什么要取消呢？答案大抵是，有
些话其实并不真的“吉祥”。演讲者总是喜欢围绕

“归宿”二字做文章，亲朋好友们说着：“她终于找
到了一个可以托付的人”“看到她结婚，我们才算
放心了”。这样的祝词太普遍了，也太令人失望
了，好似一个没有结婚的女人就是不完整的，于是
我们宁愿对方在台上干瘪但真诚地说一句“新婚快
乐”。而仪式上的其它环节也隐约对“归宿”这一
关键词有所暗示，例如，父亲带着女儿走过红毯，
把她交给另一个男人。如果她没有生下儿子的话，
这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是她的“归宿”。

但正如余秀华所说：“真正的归宿并不存在”，一
个人本就无法拯救另一个，更何谈妻子必然是被拯
救的一方，男人的怀抱总是女人的归宿？这种关于

“从属”的暗示过于可怖，如果女性注定要被弱化，那
么至少在自己的婚礼上，我们想要少听几句。

当然，现在有的年轻人的婚礼足够小型，或者
直接选择不办婚礼。在他们看来，与其小心翼翼、
如履薄冰地迎合不太熟悉的客人，不如只同真正亲
密的人们吃顿便饭。

我在高中时，曾参加了一场排面十足的婚礼，
男主人公是我的堂哥。带着家里人的滤镜看，宾
客、鲜花与暖光簇拥着一对新人，他们足够夺目，
笑容仿若新叶般生机勃勃，我确信他们真的幸福。

不过，虽然那时台上的人说得哽咽，而台下的人大
致分两种，一种往往坐在前排，认真地感动着；而
大多数人则属另一类，一边看手机，一边想何时能
开始干饭。

仪式中删除和增加的环节各不相同，但不变的
主题是爱。一本书中曾提到，只有轮到自己做婚礼
主角，才知道对方到场，即是唯一需要。人们常说
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但现在的年轻人正积极地让
它成为两个人之间的事。办婚礼，比起一场与亲友
的应酬，更像是两人一同精心打磨的作品，是展示
自我生活方式和表达生活态度的机会。

此前，有账号在社交平台发问，“一对爱人办
一场婚礼的意义是什么”？不少网友的回答都是：

“因为爱啊”。既然如此，那么在这次珍贵的旅程
中，我们不要强颜欢笑、不要当个提线木偶、不要
像物品一样被交给他人，要让仪式回归爱，要自己
说了算。

让仪式回归爱：年轻人的婚礼新主张
□ 徐依灵

年轻人传统地踏入婚姻，却
不传统地举办婚礼。没有凌晨
早起的接亲、没有队伍庞大的车
队、没有不合时宜的堵门游戏、
没有煽情生硬的交接仪式、没有
复制粘贴般的婚礼主持词……
他们对婚礼展开了大刀阔斧的
改造，将婚礼的焦点放在新人之
间的情感交流上，让婚礼不再是
一场应酬。

随后，小哥们载上主播，开动电驴，寻觅小馆，成了
“外卖中介”。主题简单，但胜在贴近生活，现在的年轻人，
命悬在工作上，一日三餐皆靠外卖，谁能完全不在意外卖
干不干净？所以这类内容流量异常可观，很快被发扬光
大，全国各地的博主不约而同地开始拍摄这类主题。

网上外卖，当然都由线下厨房生产。但现在外卖店
的脏乱差时有曝光，于如此不堪的现状，“100块找家干
净外卖店”并非夸大其词。实际上，作为互联网发展产
生的新业态，外卖食品的安全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网上外卖的食品安全，说到底在于线下厨房的监
管。也因此，多地已出台网络餐饮相关监管规定，严
格审查食品经营者许可证和送餐人员健康情况，同时
鼓励食品经营者在网上播出加工过程，也就是通过

“互联网+明厨亮灶”，接受消费者监督。
“互联网+明厨亮灶”促使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把

自己的后厨情况展现给监管部门，展现给消费者。监
管部门可以通过后台，通过指挥中心进行检索，发现
哪一些后厨有问题，可以及时提醒提示，消费者在点
餐的时候，也可以一边点餐一边看后厨，制作的过程
一目了然，能够让消费更加放心。

实际上，在诸多的监管规定中，最让食客看重的，就
是“明厨亮灶”。食客不仅能看到真材实料，也能看到卫
生状况、制作过程，并因此“吃起来放心”。不容讳言，现
在消费者最担心的，是厨房的不透明，虽然最后端上桌
或者送上门来的似乎“色香味”俱佳，但事实上，现在或
掺入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或食材的以次充好，或烹制的
不卫生不科学，并非个别现象，甚至让人防不胜防。

显然，只有“明厨亮灶”，才能保障消费者的知情
权、监督权，也有助于相关部门强化监管，从而堵死

“暗箱操作”之下的害人空间。而“互联网+明厨亮灶”
模式，也将倒逼“舌尖上的安全”，无论无堂食外卖店
线上外卖，还是线下堂吃，都有了安全的保障，也因
此，当“100块找家干净外卖店”爆火，“互联网+明厨亮
灶”的监管，亟需提上议事日程。

“100块找家干净外卖店”
何以爆火

□ 钱夙伟

2024年的夏天，外卖仍
是热度之王，但议题是：干
净外卖挑战。街头随机找

到一位外卖小哥，“给你100块，带我去吃一家
干净外卖”，就是这类视频的经典开场。

（9月23日观察者网）

相聚大美安庆，共享黄梅芬芳。本届黄梅戏艺术节，有外省
市黄梅戏院团带来18部新创剧目、8部保留剧目，21个新创小戏
集中展演。还邀请长三角、大湾区等地优秀剧目来安庆演出。这
一视听盛宴，让市民百姓大饱眼福，让游客感受到安庆戏剧文化
的内涵与风采，成为了市民和游客共同参与的文化节日。

安庆最靓丽的文化名片黄梅戏，早已唱响大江南北。
32年来，我市已连续举办十届黄梅戏艺术节，多次黄梅戏
展演周，不断扩大黄梅戏品牌效应，更是让戏剧艺术浸润
着宜城，走向海内外。作为“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我市以
黄梅戏为载体，以“中国黄梅戏发展基地”等为依托，有底气
和自信聚焦打造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戏曲文化名城”。如
在“出戏”上，在继续唱响《天仙配》《女驸马》等传统经典基础
上，十届艺术节，我们先后推出《徽州女人》《邓稼先》、《鸭儿
嫂》等200多部黄梅戏优秀剧目，深受社会和观众的欢迎。

在“出人”上，实施产学研合作培养文化人才机制。安庆
师范大学联合市直黄梅戏院团开设黄梅戏艺术本科班；市
黄梅戏艺术剧院等先后与省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以“院校
合作、订单培养”。还有，再芬黄梅艺术公司通过随团培训、
师徒传承等方式，精心培育造就黄梅戏各类专业艺术人才
……如此以多种方式让黄梅戏后继有人，使安庆不仅拥有
中国戏剧“梅花奖”与白玉兰戏剧表演奖主角奖得主，一批

青年演员也开始在舞台上崭露头角。
我市还以文化自信做好顶层设计，颁布实施了全国第一

部地方戏曲保护法规的《安庆市黄梅戏保护传承条例》。
我们从孩子抓起。随着“黄梅戏进校园”活动在全市中

小学校全面推开，戏曲传承的种子在我市多个校园里不断
萌芽成长。我们开展了“送戏进万村”“戏曲进校园”“戏曲名
家走基层”，让薪火相传的文化之魂生机盎然。

当然，让戏剧名城成为安庆鲜明的文化标识，必须要坚
持传承创新，只有瞄着社会发展、观众需求，保住传统味儿，
敢于创新创造，黄梅戏才能穿透时空、馨香流远、培根铸魂。

当今，“互联网+戏曲”迎来爆发式增长，为将时尚、唯美等
元素融入具体创作中，将黄梅戏艺术跨界融合、相互交融提供
了条件和手段。如在舞台布置、服装道具、艺术表现手段等方
面，将中式写意与流行风格有机结合，以符合时代审美的视觉
体验。还可以利用短视频将黄梅戏化整为零，用精彩片段激发
年轻人探剧热情；与变装、说唱、漫画、书法等文化元素配合，使
黄梅戏更时尚，进一步扩大黄梅戏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

有中华戏曲瑰宝黄梅戏，有连续主办的国字号黄梅戏
艺术节……我们有理由通过努力，让戏剧名城成为安庆鲜
明的文化标识，以此奋力打造出具有高辨识度的安徽文化
名片和文化地标。

让戏剧名城成为安庆鲜明的文化标识
□ 潘天庆

9月22日晚，
第十届中国（安
庆）黄梅戏艺术节
在安庆市黄梅戏
艺术中心开幕。
全国政协副主席
邵鸿，文化和旅游
部副部长卢映川，
副省长孙勇，省政
协副主席、市委书
记张祥安等出席
开幕式。省文化
和旅游厅厅长周
明 洁 主 持 开 幕
式。（《安庆日报》9
月23日）

眼下市场上有一种“神奇”的理
疗床垫，在一些商家的嘴里，被吹嘘
得神乎其神：改善睡眠、治疗疾病甚
至能延年益寿……许多老人为了购
买这些昂贵的床垫，不惜动用自己的
养老钱。许多网络商家都在出售保
健床垫，有的商家声称能疏通淤堵、
治疗痛风、祛除寒气……

（据9月23日 央视财经 报道）

万元起步的保健床垫
漫画/王铎

■记者调查医疗科普账号违
规引流带货乱象

当你在为这名患者揪心、为医生的
医术点赞，顺便为自己的身体做下自查
时，殊不知，这条文案实际来自社交平
台上为医疗科普账号引流的“实用帖”，
这样的场景也正是来自某“网红医生”
编造的一条短视频。《法治日报》记者近
日检索发现，网上有大量传授如何打造

“网红医生”的帖子：“医学科普模板，直
接套用拿走不谢”“帮你还原一个真实
的急救场景，绝对抓眼球”“做医生IP涨
粉最简单的方法”……

（9月19日 《法治日报》）
微评：要成为一名“网红医生”，无

非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认真普及
健康知识，以高质量的内容输出，赢得
网友的关注和喜爱。这条路比较难，对
知识储备和付出精神要求都比较高，是
真医生，真科普。另一种就是所谓捷径
了，通过如同“模板”的套路话术，打造
虚假人设，门槛低见效快……选择走这
条路的人，未必是假医生，但一定是假
科普，因为动机就不纯——或是为开橱
窗带货，或是为发广告推销，或是其他
更为隐蔽的手段，总之不是为了科普，
而是为了利益。

捷径固然好走，却极易被反噬。健
康不是儿戏，通过传播错误的医学知识
挣钱，无异于谋财害命，不仅伤害人民
群众的健康，还会伤害医生形象，不利
于医患关系的和谐。

好在，前不久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
“清朗·网络直播领域虚假和低俗乱象
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五类突出问
题，其中一类正是“‘伪科普’‘伪知识’
混淆视听”，矛头直指“冒充金融、教育、
医疗卫生、司法等领域专业人员，借提
供所谓‘专业服务’带货卖课，开展不当
营销”者。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更清朗的
网络空间，那里“伪科普”寸步难行，只
有做真科普的真医生才会成为网红。

■全楼验DNA，高空抛物肇
事者找到了！

近日，江西省贵溪市某区发生一起
高空抛物案。一居民在小区路面骑电
动车时被楼上丢下的垃圾砸中。幸好
这位居民佩戴了安全头盔，仅头部受到
轻微震荡。由于小区未安装高空抛物
监控且无目击证人，侦办民警决定将高
空丢下的垃圾送至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DNA信息，并联合相关部门挨家挨户上
门采集所有住户的DNA信息进行采样
比对。次日上午，一男子前来投案自
首。目前，该男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

（9月22日 上观新闻）
微评：高空抛物案件难办，难点在

于一般楼房没有针对高空抛物的监控，
如果没有目击证人的话，要找到抛物者
很难。不过，难并不是不可能，“世上无
难事，只怕有心人”放在这里再适合不
过了，如果有人愿意下决心去查，穷尽
当下的技术手段，恐怕绝大多数抛物者
很难逍遥法外。

又由于每一个行走于楼宇之间的
人，都可能受到高空抛物的威胁，公众
对于警方对高空抛物案件的重视程度
格外关心。这也是为什么，对此次贵溪
警方迅速侦破高空抛物案，广大网友纷
纷拍手叫好，真可谓大快人心。人民群
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于真正做到“群
众利益无小事”的人民公仆向来不会吝
惜溢美之词。 何飞 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