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人用品店
真有那么“可怕”？

龙门 站e
穷游也得有本钱

■微论撷英

学校对面有家成人用
品 店 ，孩 子 看 到 后 便 问 妈
妈 ，这 让 市 民 刘 女 士 非 常
尴尬。她认为这类店铺离
学 校 太 近 ，有 关 部 门 应 该
管一管。晚报记者调查发
现 ，在 学 校 附 近 开 设 成 人
用 品 店 并 非 个 例 ，但 目 前
对其的审批和管理仍缺乏
依据。

想起晚报11月初的一篇
报道：质疑电子竞技俱乐部
离孩子的学校太近，市民多
方反映。当然，相比于“中
学、小学校园周围200米范围
内和居民住宅楼(院)内不得
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这一明确规定，成人用品
店到底该离学校多远，谁也
说不清楚。

学校旁边开了网吧，家
长和老师害怕孩子们会因
此染上网瘾，那么，这个成
人 用 品 店 的“ 危 害 ”在 哪
里？大致揣测一下部分家
长 的 看 法 ：一 间 闪 着“ 艳
俗”灯光的门面，里面摆着

“乌七八糟”的东西，墙上
挂着“不堪入目”的广告画
报——万一孩子好奇心一
来进去转转，简直就是唐玄
奘进了盘丝洞。

也许，在把成人用品店
妖魔化的家长和老师中，很
多 人 从 未 进 过 成 人 用 品
店。纠结于成人用品店和
学校的距离，还是打心眼里
认为成人用品店是个孩子
不该接触和了解的东西，甚

至跟“下流”有关。问题是，
成人用品店就是家商店，有
执照、有发票，有的有柜台，
有的是自助售货——假如卖
的不是成人用品，实在一点
儿也不“吓人”。

学校周围禁开成人用
品店，目的当是避免青少年
过早“成人化”的问题。不
过，这个问题跟成人用品店
关系多大不好说 ，但 婚 前
性 行 为 低 龄 化 、网 络 的 不
良 影 响 、性 教 育 严 重 滞 后
等 因 素 ，则 是 不 容 回 避 的
大问题。

进一步讲，担忧成人用
品店开在哪里，不如多想想
如何推动仍少得可怜的性
教育。2012 年，“中国青少
年性健康教育研讨会”发布
调查报告显示，41％的中国
青少年获取性知识的渠道
集中在网络，其中大部分集
中 在 社 交 网 络 和 论 坛 等 。
让自控力不佳、缺乏分辨力
的学生在鱼龙混杂的网络
里自觉学习正确的性知识，
怎能让人放心？

昨天是第 28 个世界艾
滋病日，“19 岁少年感染艾
滋，无防护措施自行在家手
术”“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
病毒的病例增速较快”等消
息充斥媒体——而性教育
缺失的问题，在报道中多被
分析。

因此说，倘若真有什么
亟须管一管，不妨先在性教
育上下点儿功夫。

经男男同性传播最小的
感染者年仅12岁。

——据统计，在全国新
报告的艾滋病病例中，性传
播构成比达91.5%，异性传
播病例占66.3%，男男性行
为传播占25.2%。专家指
出，值得注意的是，学生们的
风险意识、防范意识仍然十
分欠缺

为之前在地铁上给哺
乳 妈 妈 拍 照 的 行 为 表 示
歉 意 。 我 应 该 理 解 那 位
妈 妈 的 行 为 ，再 次 说 声 对
不起……

——社会热议的“地铁

哺乳事件”当事人前日称，此
事已对其生活造成困扰，准
备通过司法程序进行维权。
当日下午，拍照博主首次发
声致歉

太复杂了，操作空间大
到你没法想象。

——如果说“天价”采
购 腐 败 是“看 得 见 的 腐
败”，那么政府采购招投标
中的腐败则是“看不见的
腐败”。广东省一家大型
企业负责人黄生(化名)参
与各地政府采购招投标已
有 10 年，对于此中乱象，
他直言

■漫画漫话

“收完礼金拉黑同学”是啥在作怪

□杨朝清/文 朱慧卿/图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担忧成人用品店开在哪里，不如多想想如何
推动仍少得可怜的性教育。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洛阳晚报#龙门e站# 洛阳晚报官方微博，最爱洛阳最懂你

硕士毕业后，台湾姑娘放弃高薪职位，
背起行囊去穷游。6年来，她搭顺风车、做沙
发客，走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遇过劫匪和
富豪，收获了自由和爱情。这两天，她转到
了洛阳。看了晚报报道，不少人说穷游感觉
不错——问题是，自己敢吗？

有人点赞，有人不解。@赵世軼赞道：
这是一种追求和信仰！@杜遂卿不理解：
感觉有点不务正业，还给自己带来危险和
麻烦，学的知识也荒废了，图啥呢？图浪
漫？另类。@西苑的树认为享受过程更重
要：读书的时候享受读书的过程，旅行的
时候享受旅行的过程，人生是由无数过程
组成的，要学会享受过程，而不是一味追
求结果。

“旅行的意义在于其深度。”@大爽的
飞刀认为：穷游、富游只是方式，无须臧
否。@红花有意突然想起了玄奘和徐霞
客：他俩也算穷游吧，最起码部分旅途算
穷游，最后都写出了著名的游记。人要过
自己想要的生活，只要觉得旅途中满是开
心、丰富多彩的体验，只要敢于接受未知

风险的挑战，穷游、富游那都不是事儿。
穷游，需要本钱。@六安王锋：需要很

大勇气。@珊子继续冬眠啦坦言：以前我
也极度向往穷游，但是大学以来自己去了
几个地方才发现，实际并非像想象的那
样。尤其女孩子不要轻易选择穷游和沙发
客，真的很危险。@野风咚咚锵认为：穷游
最大的本钱，就是出去玩儿没有后顾之忧，
家里有老人要养，怎么出去？万一家人病
了，你得有钱治吧？

也许，穷游恰恰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江西青年张敏佩服那些穷游的人：大好河
山尽在脚下，而我只能看图片。每个人有每
个人的人生规划，有的人先玩再工作，有的
先工作再玩。@哦米卡西表示：有钱可以轻
而易举地买来头等舱，买来五星级酒店，买
来米其林的美酒和全程服务的管家，但是买
不来每次远行的刻骨铭心，以及那些永远不
会忘却的年轻时的不顾一切。@大伟_摄影
爱好者觉得：省吃俭用也是旅途中的乐趣之
一，有些快乐是钱换不来的！

（杨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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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近日，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的
王小姐遭遇一件奇葩事！她向记者反映，给多
年未联系的同学婷婷（化名）送完结婚礼金后，
该同学竟然退出同学群，还将一群送了礼金的
好友全部拉黑了。王小姐分析，这些被拉黑的
同学，很多都还没有结婚，婷婷这么做很可能是

“躲避”未来可能发生的“回礼”。（12月1日《江
汉商报》）

人情的利益化和工具化，使同学关系也遭
遇利益变现。份子钱讲究“礼尚往来”，有去无
回的“收完礼金拉黑同学”显然背离了这个基本
原则。

在经济因素不断嵌入日常生活的今天，结婚
的成本越来越高，试图通过收礼金的方式收回一
定的成本，也是人之常情。可是，收礼金既不能

不顾他人的承受能力，也不能不顾他人的主观感
受。那种“人不到礼金到”“有去无回”的做法，既
强人所难，又要落下借机敛财的坏名声。

情感商品化，人情往来沦为有名无实的空壳
子，这样的庸俗与乏味让人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