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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不是“保险柜”

“撞钟”也得有标准
□ 郝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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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和尚担任撞钟一职，每天
定时撞钟，一年下来，每天做这种重复
性的低端工作觉得枯燥、无聊之极，心
中郁闷无比。有一天，庙里老住持通
知他未能胜任撞钟一职，要么改正，要
么调离。小和尚十分不服气地问：“我
撞的钟难道不响亮、不准时？”老住持
说：“你撞的钟虽然很响亮、也很准时，
但钟声空泛、疲软，没有震撼力和感召
力。这钟声是要唤醒沉迷的众生，因
此，撞出的钟声不仅要洪亮，而且要圆
润、浑厚、深沉、悠远，要让人回味。”
这解释听起来不错，确实，人在其位就
要尽其责，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小和尚
为什么会这么做。

其实老住持犯了管理上的一个
错误：事前没有明确“标准”。“做一天

和尚撞一天钟”是由于住持没有提前
公布工作标准造成的，如果小和尚开
始撞钟前就已经了解撞钟的重要性和
标准，他可能不会因怠工而被撤职。

标准有多重要？所谓标准，就是
影响问题解决的重要相关因素，即目
标及其实现的约束和限制条件。管理
过程中实现目标很重要，制约目标实
现的重要因素自然也很重要。标准为
管理者提供了判断员工工作活动、过
程好坏的依据，提供了判断正确性、管
理有效性的检验和指导的标尺。

同时，工作标准也是员工的行为
指南和考核依据。缺乏工作标准，往
往导致员工的努力方向与公司整体发
展方向不统一，造成大量的人力和物
力资源浪费。因为缺乏参照物，时间

久了员工没有努力方向，导致工作
懈怠。

鉴于工作标准在管理过程中有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审慎地
选择评判标准。标准的制定首先要符
合工作特点，有利于工作质量和效率
的提高。制定的标准一定要合理，要
能够执行。标准还应具有判别性，应
尽量做到数字化，能与考核联系起来，
有可操作性。各个标准之间要相互独
立，还需要尽可能地把影响管理目标
实现的因素都考虑进去，确保评价内
容没有遗漏。

当然，标准的量化需要管理者的
专业素质。因为外行或许只能听出钟
声的慵懒无力，但行家却能听出钟声
是否洪亮圆润、浑厚悠远。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校园食
品安全这么严肃的话题也经常变成
段子。

最近，一位农业大学的学霸因为
在菠萝饭里吃到了小昆虫，愤而致信
校长投诉：“我还以为是蠼螋，但当
我定睛一看，才发现是足丝蚁 （它和
蚂蚁、白蚁不是一回事）。”他还分析
称：“根据那足丝蚁的死相来看，它
是因为在蒸菠萝饭的过程中受热后乱
爬，然后爬上了饭的表面，最后命陨

（殒） 蒸屉。”“那么问题来了，食堂
给我吃的菠萝饭所用的菠萝皮难道都
不洗一洗？如果一洗，这虫子早就被
洗走了。”

这封史上最专业的食堂投诉信迅
速被网民发现，并引发了集体对食堂
黑暗料理和不明异物的回忆大吐槽，
真是看得人“笑哭”。不过，我国目
前从幼儿园到大学，至少有近 3 亿在
校学生，他们的饮食安全问题绝对不
能一笑了之。

4 月初，教育部发出了 《关于做
好学校食品安全与传染病防控工作的
通知》，里面提出了一个新政策——
鼓励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在厨房、配餐
间等安装监控摄像装置，实现食品制
作实时监控，公开食品加工制作过
程，自觉接受学生及家长监督。

用全社会的眼睛监管一个食堂，
直播厨房肯定有助于规范校园后厨管
理。比如，2016年以来,青岛市开展网
上直播的近1000家中小学校食堂，未
发生一起集体食物中毒事故，其平均
抽检合格率达到99.71%，比全市平均
数高出3.41个百分点，收效显著。因
此，今年青岛决定在全市中小学校食
堂实现视频直播100%覆盖。

教育部目前的政策是鼓励中小学
校和幼儿园食堂开通视频直播。这个
要求还低了一点，应该要求从幼儿园
到高校的校园食堂必须实现配餐和后
厨直播。

技术和资金不是问题。一个网络
摄像头，便宜的 100 多元，贵的 500
元左右，大多数学校都能够承担。展
示平台也是现成的。自 2015 年以来，
教育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合作开
展“阳光校餐”项目试点，要求9500
余所试点学校按时上报原料采购、当
日菜谱、学生就餐照片等数据和图片
资料，任何一个关心营养改善计划的
民众都可以登录阳光校餐网查看试点
学校营养餐情况。现在只要扩大覆盖
学校、增加视频内容，就可以实现对
全国校园食堂的有效监管。

但是，直播厨房不是校园食品安
全的“保险柜”，更不能认为装了摄
像头就万无一失。

首先，许多学校的食堂是第三方
承包经营，有逐利冲动。考虑到学
生、家长、监管部门可能没有时间一
直盯着视频直播看，不排除有人会心
存侥幸偷懒取巧，甚至铤而走险。

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的链条很
长。买的大米是不是重金属超标？买
的油是不是地沟油？蔬菜农药残留是
不是合乎标准？物流中有没有反复解
冻，有被污染的可能？这些问题单靠
厨房里的镜头根本监控不到。

因此，要保证学生舌尖上的安
全，从根本上说，必须要抓紧落实

《食品安全法》，严格农药管理制度，
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制度，特别是
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等等，从源头
创造一个放心的食品安全环境。

在实践中，除了严格落实相关责
任，加强各环节管控外，有的学校还
创造性地实行家长轮岗帮厨制，每天
邀请一位家长进食堂后厨监督加帮
忙，很受家长欢迎，学校也不增加太
多麻烦。有条件的地区，完全可以推
广这一做法。

全民追剧 有啥秘籍
剧情与表达方式上与现实高度契合，使其成为一部良心剧。良心剧不

需要花哨的营销，一样能俘获观众的心

□ 牛 瑾

我 们 有 两 个 形 容 人 之 心 境 的 成 语 ：
“受宠若惊”和“宠辱不惊”。前者言人得
到别人垂青时的极其兴奋，后者显示人的
一种自信和从容。它们来自 《老子·第十
三章》：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
辱？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
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
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

老子看到，人作为一种社会网络和人
际关系中的现实存在，他的精神面貌和自
我评价其实并不由他自己来决定和呈现。
事实上，这操控在他周围的人手中，尤其
是那些对他有直接利害关系者的手中。这
样的人看得起你，赏识你，喜欢你，重用
你 ， 那 么 你 多 半 就 是 “ 受 宠 若 惊 ”， 兴
奋、喜悦和自得都会抑制不住，跃然脸
上；相反，如果这样的人对你看不起，轻
视疏远，甚至是责骂侮辱，你必定是惶恐
不安、情绪低落，感觉抬不起头来。老子
将这种瞧不起人称为“下”，“下”在这里
是一个动词：蔑视、冷落、抛弃，形象而
又深刻地显示了一个人的“受辱”之感。

那么，这种“得之若惊，失之若惊，
宠辱若惊”原因何在呢？老子强调的是一
个 人 自 身 的 原 因 ， 也 就 是 “ 贵 大 患 若
身”——“把大患及身看得很重”，担心
自身会有大患，很在乎自身是否有患。结
合下文，这个意思就更清楚了：“吾所以
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
患！”我之所以患得患失，是因为我有这
个“身”，等到我不把这个“身”看得很
重时，我还有什么患呢？还在乎什么呢？

所以，怎样保持做人的自主性和独立
性？怎样保持由这种独立性带来的自信和
尊严？老子给出的答案是“无身”。“无
身”当然不是指不要这个肉身，而是去掉
一切你所在乎的身外之物，去掉一切你所
在乎的外界评价。在老子看来，这些东西
带给你的是患得患失的折磨与痛苦。

苏轼有一首 《临江仙·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
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
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夜饮归来，拄杖江边，看着眼前平静东流
的长江，想起自己的宦海风波人生坎坷，
东坡忆起了老子的这个教诲，正是未能抛
开营营役役，将身外之物视为自身，才有
了丧失本真之我的“长恨”啊！

然而，事情还有着同样重要的另外一
面。必须承认，人的宠辱之惊有着客观因
素，而且客观因素往往起着非常大的作
用。同时，宠辱而惊是人之正常反应。对
于周围人对自己的反应和评价，我们不大
可能视若无物，没有感应。在某种意义和
程度上，因别人对自己的好感和积极评价
而兴奋激动，因别人对自己的恶感和负面
评价而警醒反思，这也正是一种自省的能
力和调整适应。

大学需要体育精神

体育运动

的教育价值，

不只限于运动

场上，且能影

响整个社会

□ 王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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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莹莹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全民追剧的盛况
了，上一次似乎还是爸妈口中的《渴望》。而
这一次的追逐目标，则是眼下正在热播的

《人民的名义》。它一下子刷爆了大家的朋
友圈，就连平时基本不看国产剧、又热衷追
逐“小花”“小鲜肉”的“90 后”们也纷纷加入
讨论的行列，成了这部剧的“迷弟”“迷妹”。

很奇怪，是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国产正
剧，一般都是资本不愿意投、观众不喜欢看、
电视台出价低、连广告植入都少得可怜的待
遇，有些甚至七八年都找不到平台播出。如
今来了个大翻身，其背后的秘籍的确值得说
道说道。

那么，《人民的名义》拍得让从“50 后”到
“90后”都感兴趣的秘籍是啥？其实很简单，就
是照进现实。因为在剧情与表达方式上与现
实高度契合，使其成为一部良心剧。而良心剧
不需要花哨的营销，一样能俘获观众的心。

在很多普通人眼里，反腐本身就是一场

大戏；对反腐相关信息的关切，正是人们对
公共利益尤其是切身利益被腐败现象所伤
的真实反映。随着现实中反腐的不断深入，
公众在拍手叫好的同时，已不满足于简讯式
的案情通报，而是希望了解反腐如何反，以
便更好地参与和有效地监督。《人民的名义》
就以此为切入点，对其进行故事性的全方位
展现，将观众从虚无缥缈的玄幻剧、仙侠剧
拉回到现实中。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似
乎都能从这部电视剧中看到自己或身边人
的影子。就像一位网友在留言中说的那样，

“汇报紧急任务前先拍马屁的大段前戏，敬
酒桌上的人情百态，气急败坏训斥下属的高
高姿态，非常真实”。

当然，如果仅仅停留在剧情照进现实的

层面，还不足以把年轻观众吸引到屏幕前
来。毕竟，反腐是电视剧领域一直都有的题
材，之前却并未引发全民追剧的盛况。这说
明，《人民的名义》更加立体的人物形象和更
加贴近现实的表达方式起了关键作用。

《人民的名义》的导演李路曾经说过：
“没有人天生是贪官，人都有两面性和复杂
性。什么样的欲望、契机、事件促使他们走
向深渊，这是我想去探讨的。”因为有了如此
的认知，该剧摒弃了呆板的说教，人物形象
也一改过去的满脸严肃、不接地气，变得有
血有肉、非脸谱化。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首
集中出现的赵德汉。他住着筒子楼、吃着炸
酱面、骑着自行车，每月只给乡下的老母亲
汇 300 元生活费；貌似清廉的他，却有另一处

隐蔽豪宅，里面藏着的现金塞满了墙柜、床
板和冰箱。或许，正是开篇即推出了如此真
实的、站得住脚的人物形象，才吸引观众尤
其是年轻观众一集一集地追下去。

此外，该剧中还加入了“网络直播”“微
信点赞”“水军经济”等潮流热点，把生活中
每天都能接触到的网络素材嵌入剧中，想必
也是让年轻人“走心”的原因之一。而“走
心”之后，他们也延伸出了自己的解读。比
如，达康书记的各种段子和表情包；比如，

“沙李 CP”（沙瑞金、李达康）、“海猴子 CP”
（陈海、侯亮平）等各种 CP 组合。这并没有
消解该剧的严肃性，反倒实现了移动互联时
代的二次传播，是件好事。

总之，《人民的名义》就这样拥有了越来
越多的“自来水”。听说，由原班投资团队投
入的“月光下的反腐网剧”——《天上人间》
目前正在紧张的剧本创作过程中，预计年底
前上网，希望到时又有一部良心剧可以追。

宠辱惊不惊

□ 王 毅

因别人对自己的好感和

积极评价而兴奋激动；因他们

的恶感和负面评价而警醒反

思，这也正是一种自省的能力

和调整适应

最近，一则清华大学要求 2017
级新生游泳达到一定标准才能毕业
的消息在体育界和教育界引起巨大
反响。为什么一个体育项目的达标
与毕业条件关联就引起了这么大的
反响，而高等数学不及格、英语四级
不达标不能毕业，这些与学业相关的
标准出台实行时却未曾见过？这一
话题引发热议的背后更耐人寻味。

现实生活中，中小学重智育课轻
体育课是通病。虽然人人都说“孩子
是祖国的花朵”，但在巨大的课业压
力下，不少学校和家长往往牺牲的是

“花朵们”锻炼身体的时间。在不少
学校，每逢大型考试，被压缩的往往
是体育课时和课间休息时间。体育
成绩好、文化课成绩不那么优秀的孩
子被视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这些
问题直接影响了高校学生体育素质。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不断出台
政策措施，加快推进学校体育，开展阳
光体育运动，学校体育工作取得积极
进展。但总体上看，学校体育仍是教
育事业相对薄弱的环节，对学校体育

重要性认识不足、体育课和课外活动
时间不能保证、体育教师短缺、场地设
施缺乏等问题依然突出，学生体质健
康水平仍是学生素质的明显短板。

如今，日子越来越好，孩子们的
营养水平也有较大提升。但青少年
的健康情况却不容乐观，近视已成为
影响我国未来国民素质的严重问
题。教育部 2014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
健康调研结果显示，小学生视力不良
检出率为 45.71%，初中生为 74.36%，
高中生为83.28%。近年来，这一问题
并未解决，还有向低龄发展的倾向。

除了近视高发，我们发现，在课
业负担和升学压力“两座大山”的重
压下，中小学生的睡眠时间严重减
少，睡眠质量也在下降，他们的平均
臂力、耐力、肺活量等身体素质指标
也令人担忧。在一些学校，遇到体育
重大考试有的家长甚至托人开病假
条以逃避测试。

学校体育工作关乎每个孩子的
身心健康、一生幸福。2016 年，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强化学校体育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
见》，明确了“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
时。中小学要把学生参与体育活动
和体质情况纳入初中、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高校录取时也要把学生体育情
况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内容”。
但在实际操作中，体育工作“说起来
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状
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清华大学是一所有体育传统的
高校，“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

“无体育，不清华”“为祖国健康工作
50年”⋯⋯这让我们看到了这所名校
的责任感。此次对 2017 级新生作出
游泳要求，延续了清华对学生全面培
养的追求。

今天的莘莘学子，明天的国家栋
梁。希望有更多学校借鉴清华重视
学生全面发展的精神，真重视、真做
事，让孩子们健康成长。著名体育教
育家马约翰先生说过：“体育是培养
人们具有健全人格的重要手段；体育
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
上，且能影响整个社会。”

一个老乡的母亲从老家绍兴来
到北京帮她带孩子，操着一口“绍普”
融入邻里。一日，老乡的爱人——一
位北方汉子问她：“听妈妈说孩子喜
欢跟小区的小鸡鸡和小狗狗玩，养狗
的人多，可谁能在楼里养鸡呢？”略一
思忖，老乡就明白了，母亲跟女婿说
的是绍兴话“小姐姐和小哥哥”。

其实，以方言为契机，不仅可以
碰撞出文化的火花，还能够创造文化
作品的意境。

为了体现电影的“年代感”，导演
程耳选择让演员们在电影《罗曼蒂克
消亡史》中说上海话。演员闫妮为了
学好上海话，快把舌头给绕断了。在
她看来，上海话带来的腔调感是影片
的加分项。

事实上，影视作品通过方言来带
入情境早已有之，《白鹿原》里田小娥
的陕西话和《唐山大地震》里主角们
的唐山话便是如此。在文学作品里，
很多作家也选择用方言写作，从老舍

到王朔，都用了鲜明的北方方言来增
加艺术特色。

上海作家金宇澄的《繁花》也选
择用沪语写作。他说，在普通话早已
普及三代人的当下，《繁花》的对话和
叙事全用沪语，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书中出现最频繁的词汇是作者用了
上千次的“不响”，即“默不作声”的意
思。引子里有一段，是卖螃蟹的小老
板陶陶和主人公之一沪生之间的交
流：“陶陶掸一掸裤子说，香港朋友送
的，做生意，行头要挺，要经常送蟹上
门，懂我意思吧，送进房间，吃一杯
茶，讲讲人生。沪生不响。”

一位网友评论说：试想若是全书
不断出现“沪生没有说话”，“陶陶没
有说话”，岂止厌倦，简直忍无可忍。
当我们观看影视作品，人物对话的情
节绝不可能是谁在说话就给谁镜头，
而是在恰当的节点将镜头切到聆听
者身上。而通过这些“不响”，金宇澄
将影视中人物对话时的声画错位剪

辑功能带入小说。
以方言为桥梁，还有助于引发心

理的共情。去年圣诞节，一则视频在
网上热传。日本东京街头的歌手正
演唱日语版《海阔天空》，一位女听众
用粤语轻声跟唱。歌手发现她是中
国人后，露出笑容突然转为粤语原版
继续演唱，在异国与同胞一起唱和的
女孩当场泪奔。他乡遇故知的琴弦，
拨动了人们对故土的思恋。

其实，最能体现方言韵致的还是
诗词。近些年，很多人选择用四川
话、闽南语、客家话等充满乡音余韵
的方言来朗诵古诗词，有中原的“商
洛调”，南方的“粤语调”，有融合昆曲
艺术的“常州调”，还有平声长、仄声
短的“扬州调”。

离家多年，我的孩子也到了牙牙
学语的阶段，我翻出另一名老乡贺知
章的《回乡偶书》，用最熟悉的方言一
字一顿地教他：儿童相见不相识，笑
问客从何处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