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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 站ee重阳节，怎么过？

校园市场，该管管了

又到一年重阳节。晚报发起“晒
重阳节心愿，请有爱市民帮您圆梦”行
动，通过晚报这个“众筹平台”，许多老
人将过一个不一样的重阳节。

说实话，对很多人来说，如果不是
偶然翻看手机日历，或是在某个广告横
幅上无意瞥见，还真意识不到这个节。
重阳节变得有点儿像“被淡忘的节日”，
一些客观因素不可忽视：比起同为传统
节日的元旦、春节、端午节等，它不放
假；比起情人节、母亲节、圣诞节等洋
节，其关注度也差得多；在世界睡眠日、
世界地球日等公益节日纷纷崛起的当
下，它少了很多宣传和噱头。

另外呢，跟节日的“主角儿”可能也
有关系。自1989年重阳节被正式定为

“老人节”以来，它成了老人们专属的节
日。按说，我国60岁以上老人数量已逾
2亿，这个巨大的数字应当意味着巨大
的消费潜力，但鉴于中国老人的实际消
费能力，大小商家恐怕不会太乐观。

可是，如果说老人们不爱闹也不
花钱，重阳节因此变得冷冷清清，这样
的逻辑也站不住脚：小孩子也不挣钱，
为什么儿童节消费就那么火爆？是，
那是爹妈愿意花钱；好，愿意给孩子花
钱，不愿给父母消费？

确实，钱花不到老人身上能找到
原因：年纪大了，需求少；为他们花钱

吧，老人坚决不同意；有退休工资，想
买啥自己就买了……而且，这些话呢，
多数是老人自己说的，儿女听得多了，
便也接受了这种逻辑。

孩子的玩具，爱人的玫瑰，领导、
客户的年节礼，常常不送就觉得“不踏
实”；到了父母面前，咋就“理智”起来
了？这也有个原由。按词义理解，消
费，是一种用于满足个人生活需要的
行为和过程：给孩子花钱，出于宠爱和
期望；给爱人花钱，为了讨对方欢心；
给领导、客户花钱，自然是图个事业顺
利。这么想，在给父母花钱上摇摆不
定，该是因为没什么需要吧？

惯常来说，父母永远是无条件付
出的一方。因此，子女为父母花钱，更
像是一种额外的“馈赠”。当然，现在的
人多了一种表达的途径：逢年过节时，
搂着父母拍张照，写上几句感慨良多
的“鸡汤文”，晒上网。

在此必须说明，在重阳节作此文，绝
不是要质问“你为啥不给父母花钱”。毕
竟，在亲情这个问题上谈钱谈消费，实在
是罪过。买不买东西是小事，真正重要
的是有没有为父母花心思，比如：翻翻比
自拍照少很多的儿时照片，给父母打一
个比跟朋友聊天短很多的电话，走一段
比异地旅行近很多的路回家看看。

这个重阳节，你打算怎么过？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买不买东西是小事，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为父母花心思。
近日，我市高校内发生了多起

相似的纠纷：一名学生以买手机、
“刷业绩”为由借走同学身份证，多
名大学生因此被追债。对此，众网
友议论纷纷。

看过晚报报道，@猫的嫁衣义
愤 填 膺 ：这 不 就 是 个 骗 子 嘛 ！
@lvming36 觉得这事儿不好定性：
到底属于诈骗还是经济纠纷还不好
说，关键是先要找到当事人。

说起在校园里上的当，@等待云
彩的石头深有体会：大学时，少说也
有一两千块钱花在假货、黑中介上，
得出的经验就是——多问、多琢磨，
再掏钱。@我是光头强year提醒：小
心老乡坑老乡，关系再好也得多长个
心眼儿。@鸿雁滑翔总结：一不要纠
结于“人情”，二不要意气用事，积累
社会经验也是要交“学费”的。

校园是个小社会，眼下，这个小
社会还越来越向“大社会”靠拢。“眼
下校园诈骗、纠纷事件越来越多，不
想些法子管管是不行了。”@樱桃初
心的感慨道出了小伙伴们的心声。
对于校园诈骗频发的原因，@江西

青年张敏作了如下分析：校园市场
消费能力高、大学生自我保护意识
和法律意识不强、缺乏监管。@清
风梨花建议家长提前给孩子打好预
防针：不能生活费一给就不管了，该
唠叨还是得唠叨。

然而，指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都
练就一双慧眼也不现实，在@红花有
意看来，关键还是要有制度保障。@
千山寒接过话茬儿：校园原本是教书
育人的地方，各种章程都是围绕教育
而定的，现在学生兼职、做生意的多
了，也该多出台些有针对性的规定。
@K-Scofield 问道：学生在校受伤
了，学校要负责；学生在校遇到诈骗，
学校是不是也有责任？

至于具体方法，@陆秀红1认为
应加强对校园代理的管理：现在很
多商家都在推广学生代理，但有些
学生代理本身就是受骗者，学校应
该加强学生兼职、代理的登记和审
核。@喊我黄三金则说：对商家的
准入门槛也该再高些，要是谁都能
来分一杯羹，那不就全乱套了！

（王斌）

今年的重阳佳节，天公不作美——
雾霾锁城，不宜登高，更难望远。

话虽这么说，但我猜，假如恰逢双
休日，出门耍的人还是不会少。从
2013年“雾霾”成为年度关键词，人们
一开始也震惊过，慌乱过，但似又逐渐
陷入“污染疲劳”，还是没多少人养成雾
霾天戴口罩的习惯。今年洛阳的雾霾
来得早，市环保局空气质量状况监测数
据显示，19日16时，市区空气质量指数
（AQI）为235，首要污染物为PM2.5，属
重度污染。昨天的情况，仅凭肉眼看，
也知道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习惯戴口
罩，那就少出门活动吧，可到洛浦公园
锻炼的人能少几个？街上，推出来转的
婴儿车仍有很多——这种天气带娃出
来，究竟是爱还是害？

人们对健康的追求不断热情高
涨，各种保健品、健康节目、微信公号
都颇受欢迎，老人、妇女、儿童、婴幼
儿……补这个，补那个，几百块一小
瓶的保健品天天跟饭一样吃——面对
漫天雾霾，不该熟视无睹啊！

这当然不只是个人意识的问题。
18日，郑州已启动重污染天气三

级响应。郑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安排部署各县（市、区）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采取减排措施，并提
醒公众注意健康防护。洛阳没有动静。

我们来看，按照2013年5月印发的
《郑州市空气重污染日预警应急工作方
案（试行）》规定，48小时全市平均空气
质量指数在200以上300以下，且根据
气象预报，气象条件没有较大改变，启
动三级响应。今年，这是郑州第四次启
动三级响应。去年，我省也发布了《河
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其中的重
污染天气是指AQI大于或等于201。

我市也有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但与雾霾的发展势头相比，这一预案
显得滞后了。根据2013年2月公布的

《洛阳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如果
一个或多个区域空气质量指数 24 小
时持续大于 300，我市将启动应急预
案。一条简单的道理是，信息影响着
人们的行为选择。在对PM2.5没有概
念时，灰蒙蒙的天也被认为是“好天”；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标准不合理，市
民的防范意识就难以增强。

天越来越冷，雾霾天将频繁来
袭。既然没有人能“百毒不侵”，就该
设法让大家懂得小心应对。

雾霾来袭，得告诉大家“多加小心”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既然没有人能“百毒不侵”，就该设法让大家懂得小心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