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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16日，四川崇州发
生一起恶犬伤人事件，一名2岁的女
童被未拴绳的黑色罗威纳犬袭击，女
童全身多处被咬伤且右肾严重损
伤。17 日，崇州市联合调查工作组
就“女童被狗咬伤事件”发布情况通
报，肇事犬只已被捕获，黑色罗威纳
犬主人唐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受伤女童已转至华西医院，目
前生命体征平稳。

此事发生后，多地快速出台相关
政策加强养犬管理。10月17日，四
川射洪、四川峨边、河南沈丘、上海等
多地发布养犬管理公告；陕西西安多
个小区发布“文明养犬”倡议书；河南
郑州和安徽合肥等地开始严查未栓
绳犬只，相关犬只将一律捕捉并视情
给予警告或处罚……

政策的出台是必要且及时的，但
在网络流传的视频中，执法人员所采
取的强制捕狗行为让网络引起的纷
争——一种声音是“你们在刻意制造
人狗对立，狗有错吗”，另一种声音则
说“太解气了，这些狗就应该都抓起
来”。与此同时，网络上爆出了更多
的极端案例——许多地方出现大规
模捕杀、虐杀、毒害流浪狗和宠物狗
的行为。

17 日至 20 日期间，重庆对外经

贸学院、辽宁广告职业学院出现保安
对校园内流浪狗进行处置致其死亡
的案例；19日凌晨，四川一职高院校
学生在宿舍宰杀并肢解流浪狗；20
日，博主@金毛虎子在遛狗时发现草
坪到处都是塞有毒药的香肠，同时有
网友爆料自己所买的宠物狗粮被人
注射敌敌畏……

从恶犬伤人到恶意伤犬，事
件何以发展至此？网络空间是否
又是始作俑者？又充当了怎样的
舆论推手？网络骂战是否又一次让
舆论失焦？

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事件的
议题设置大部分由主流媒体所主
导，而互联网平台的“入场”打破
了传统媒体在热点事件上的威权舆
论场。算法传播的盛行、用户画像
的描绘与精准推送、意见领袖主导
的二级传播，都让信息的传播更加
多元化。在此次事件中，除官方媒
体公布的新闻之外，社交平台上，
平台用户、相关领域的意见领袖都
粉墨登场、众说纷纭，新闻反转、
新闻失焦甚至娱乐性调侃内容一再
出现，网络骂战频频发生，网络用
户的关注焦点一再偏移。

第一次是主次不分，话题偏移。
在恶犬伤人后，人民网随即发表评

论，追问女孩伤势、物业责任、主人失
职等六大问题，希望民众可以关注此
次事件中暴露出的社会问题，专注于
解决问题。然而短视频平台的热点
榜单却频繁出现话题“全网的拉布拉
多都在进行教育”，只因案发当场有
一只围观的白色拉布拉多。不论是
出于真心教育，抑或是“蹭热度”的赚
流量行为，自媒体和社交平台的话题
导向以及平台算法的加持，让事件本
该关注的焦点发生偏移了。这种所
谓的“教育”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反而将事件娱乐化，解构事件真相，
忽视了案发当时这只“围观”的拉布
拉多也并未拴绳的事实，将内容重点
转移至讨论部分犬种性格温顺、不会
失控。甚至随着讨论人数的增多，热
点话题的评论区变成了爱狗人士的

“狂欢胜地”。舆论讨论的焦点逐步
从事件本身和根本原因偏离，转移到
次要因素甚至是不重要的因素上，让
公众的理性讨论变成了情绪化的众
声喧哗。

第二次是谣言蜂拥，事实偏移。
在事件真相、孩子状况、警方通报尚
未抵达之前，不同社交平台的网民将
来源纷繁复杂的小道消息相互传播，
新闻反转不断出现，所谓的“知情者”
接连“爆料真相”：“小女孩被咬前有

人在打狗，黑狗白狗都被吓到了”“罗
威纳是女童家的狗”“这狗以前也因
不拴绳咬过人”……这些来源不明、
模棱两可的消息在网民的传播中甚
嚣尘上，就算是后续媒体辟谣，部分
网友已形成“虚假的共识”，使得舆论
愈发极化。

第三次是骂战不断，交流偏移。
在新闻焦点的转移和谣言导致的舆
论极化下，事件逐渐发展为“极端厌
犬”和爱犬人士的网络骂战，双方的
矛盾被不断激化，导致原本的问题尚
未完全解决，虐狗等类似的极端恶性
社会案件又频发。

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主流媒体
要辩证、客观地看待这一事件，及时
引导“治犬”舆论，凝聚共识。既要对
养犬人提出遵守文明规范，严格执行
养犬法规条例的要求，又不能粗暴的

“一刀切”，运用捕杀流浪狗这样的极
端方式来试图解决问题。

同时，广大网民也要尽可能理性
地对待社会问题，不要把讨论演变成
一场情绪宣泄的闹剧，不但不能解决
问题，还会制造和增加矛盾。

恶犬伤人后网络骂战下的舆论偏移
余昭漩

10月25日，怀宁县马庙镇一学
校组织学生开展“我当一天环卫工”
活动，学生们走上街头，清扫街道垃
圾，体验环卫工作的艰辛，在劳动中
快乐成长。（《安庆晚报》10月26日）

时常我们总是要求孩子们要热
爱劳动，爱护周边的环境，尊敬与体
谅环卫工人，但说一千道一万，不如
一次街头真实的体验。在真切的体
验中，在孩子们的动手亲自参与中，
才能真正地使得孩子们体味出劳动
的辛劳，环卫工人的工作辛苦。

孩子们正处于世界观形成初
期，这个时期的教育非常重要。在
孩子们对世界的认知处于懵懂之

际，适时地组织他们开展一些人生
正确的打开方式的活动，既是教育
的一堂生动的实践课，更是人生起
步阶段的一种正面教育。它对于促
进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百利而无一
害，甚至有可能让他们受益终生。

眼下，劳动进课堂正在各学校
有序落实。组织学生“我当一天环
卫工”是劳动进课堂的一种表现形
式。活动结束后，当学生们环顾被
自己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环境时，一
定会在心里产生一种小小的成就
感。这种成就感就是劳动所带来的
种子，一旦种下，定会在心里发芽，
在未来人生途中长出良善的苗来。

“我当一天环卫工”这样的劳动
课的打开方式值得借鉴，各地不妨
结合自身实际，从实际出发，寻找劳
动课正确的打开方式。在劳动课上
不必过分追求劳动强度，只需根据
孩子们的体能选择适合于他们的活
动项目，做到既能培养他们热爱劳
动的意识，又能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的目的即可。但是不论开展什么样
劳动，在劳动课结束后，老师都要根
据活动特点及时进行恰当的点评，
帮助学生更进一步了解活动的意
义，增进对劳动能改造自己与环境
的认识。如此劳动课定会在现实中
受到更大程度上的欢迎。

让劳动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发芽
未一平

记者从市救助站了解到，我
市自10月25日起启动“寒冬送温
暖”专项救助行动，此次行动截止
至明年3月底。（10月30日《安庆
晚报》）

一床棉被、一件棉服、一件棉
裤、一袋方便面、一瓶矿泉水，这
是一份向无着流浪人员发放的冬
日温暖基本救助物资。城市中高
楼很高，马路很宽，但对于这些特
殊人群来说，这份简单的基本生
活救助，彰显出的正是宜城这座
文明城市对他们的暖心温度。

以人为本，扶危济困，乃城市
精神文明核心要义。流浪乞讨者
虽然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特殊
群体，但他们绝不是社会发展的
沉重负担，更不是城市文明的羁
绊与累赘，他们同样是我们社会
大家庭的一员，是与我们同根同
族的兄弟姐妹。对他们施以关怀
救助，不仅仅是对生命权的尊重，
而是社会文明程度的真实写照，
体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
卧残阳。寒冬送温暖救助行动，
传达着浓浓暖意，如同“冬天里的
一把火”，温暖了人心，也体现了
城市的责任和良知。期待社会救
助能发挥更大的温暖效应，温暖
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温暖城市
的每一个角落。

让救助温暖

城市的各个角落
冯新

据10月31日《工人
日报》报道，“天空更加繁
忙的一天，不可避免地
将要来临。”上月在安徽
芜湖召开的2023低空
经济发展大会上，中国

工程院院士樊邦奎的一席话引发了更多人
对低空经济这一新型业态的关注。低空经
济是以各种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
各类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带动相关领
域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无人机快
递、小飞机通航、空中机器人等都是低空经
济对应的应用场景。 （作者：王铎）

低空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