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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热评热热

【新闻事件】

【留言精选】

微信朋友圈小横线
何以引发热议
罗志华

央视网3月22日报道，近日，“微信官方回
应朋友圈横线问题”冲上热搜。微信方面发布
视频解释称：朋友圈长线和短线没有特殊含
义，只是微信版本的差异，旧版本微信显示长
线，装上新版的微信都是短线。现在的微信同
时显示短线或长线，属于是“卡bug”的情况。

本月早些时候，微信朋友圈有短线和长线
的区分说法，引起网友广泛热议。为了求证

“短线是被拉黑或屏蔽，长线是被单方面删除”
的真假，不少人按照朋友圈的相关内容进行操
作验证，但验证的结果和微信官方的回应均证
明，这一说法很不靠谱。

此事再次揭示互联网上一种常见的不良
现象：不管内容是否属实，只要话题足够火爆，
就先转发再说。

尤其是，最初抛出话题的一些人为了获取
更大流量，不惜捕风捉影，把模棱两可的事甚
至谣言当真，只问热度、不问真假，频繁制造轰
动性话题，以至于微信朋友圈的一根小横线，
经过话题设置和炒作之后，也能够掀起一波舆
论大风浪。

这类话题热得快也冷得快，按照过去类似
现象的处理办法，最终很可能无人为此担责。
尽管追溯话题源头比较困难，但为了净化互联
网和打击炒作，有必要对相关话题制造者和传
播者给予更加有力的约束。

此话题之所以引发社会的广泛热议，还与
公众对于个人隐私愈发重视有关。比如，拉
黑、屏蔽、删除微信好友，以及设置“不让他看
朋友圈”和“不看他的朋友圈”等，都属于保护
个人隐私的办法。

假如屏蔽对方后，却因微信上的一个符号
将这一隐私公之于众，就可能在朋友之间制造嫌
隙或矛盾。不少用户为隐私和安全有所担心，因
此，即便相关话题只是捕风捉影，一旦与个人信
息和隐私联系到一起，就很容易产生热度。

微信朋友圈的安全与隐私等问题，极易变
成社会热点话题，相信将来还会频繁出现类似
事件。这些话题中不乏虚假信息和刻意炒作，
但安全与隐私问题的确值得高度重视。一方
面，有关部门要及时辟谣，对于话题炒作要加
大打击力度；另一方面，手机APP运营者要提
高防范意识，需知再微小的漏洞也可能出现巨
大隐患，在用户个人信息的隐私安全维护和隐
私保护方面，理当高度重视、慎之又慎。

近年来，校园欺凌频频发生，受到社会关
注。遏制校园欺凌在暗处滋长的势头，家庭、
学校需保持警惕、积极协作，抓早抓小，在悲剧
发生之前，迅速作出有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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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卫生间，却不知进哪扇门。”这样的尴
尬，近来频频见诸各大社交平台。据观察，如今
不少商场卫生间找不到“男”“女”二字，却见各
种花哨图案标识，不仅老年人看不懂，年轻人也
拎不清。

哈哈：一些奇葩设计，不仅仅是辣眼睛，更
是实实在在影响到了大家的生活体验。

村里：人有三急，务求方便。
开心就好：那些几何组合、艺术图案，什么

京剧脸谱、水滴造型、动物剪影，的确一个比一
个新潮，奈何众人却“消受不起”。

林中林：当所谓的“创意”过了头，让基础标
识丧失了基本意义，就成了拍脑门、出洋相。

原则：归根结底，创意是为人服务的。
设计者：其好或不好，不单单是线条运用、

创意元素的比拼，而是便利性、体验感的综合评
判。

寻常：毫无实用功能，再时尚有何用，又要
给谁看？

大家好：高级感与实用性，理当兼而顾之。
山之南：目前只是国家推荐性标准，并无强

制意义。
可靠：现今创意有离谱之势，就不得不严肃

对待。
晴天：应给信息标识设计划出一定底线，说

清楚哪些元素必须包含，然后再去做加法。
朋友：少做一些花里胡哨的无用功，才能让

公共空间更加便利。
心态：追求时尚，当然并无不可，包括卫生

间在内的所有空间，都是商场气质构成的一部
分。

康达：商场卫生间只是一例，公共场所标识
细节的规范管理，还有待进一步发力。

据人民网

近日，西安交通大学 2024 年少年班的复
试结果出炉。据了解，今年全国约 7000 人报
名参加西安交大少年班初试，1000 人进入复
试，最终拟录取 247 人，其中，浙江拟录取 73
人，占全国的近三分之一，杭州拟录取25人 。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在教育内卷异常激
烈的当下，初三学生可直读硕士的消息，迅速
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据悉，一旦被西安交大
少年班录取，就能享受“一考免三考”——免中
考、高考、研究生考试，8年获得硕士学位。

现实中，孩子的智商等禀赋存在差异是一
个客观事实，有教无类的同时更应该做到因材
施教。有鉴于此，1985年，经教育部批准，西安
交通大学开始招收“少年班”大学生，其目的是
不拘一格选拔智力超常、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综合素质优秀的少年，实施创新教育与素
质教育相结合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最多时，
国内曾有十几所高校开办了“少年班”。

初衷虽好，但要真正贯彻落实殊为不易。
“少年班”的孩子，小小年龄便远离父母，加之
外界普遍以天才视之，心理压力较大，一些孩
子遭遇了“伤仲永”之痛，有人质疑此举有拔苗
助长之嫌。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
面对争议，多数“少年班”都陆续停办，但西安
交大“少年班”非但没有“夭折”，反而一步步走
过了“青春期”，开拓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早慧
少年”选拔培养之路。

“少年班”的跌宕沉浮，令人感慨万千。西
安交大“少年班”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原因固然
不一而足，但选材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关口。梳
理相关报道，不难发现，这些被“少年班”录取的
孩子，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自主学习和创新思
维能力都很强，知识面很广，会主动规划自己的
未来，性格上也能很好地和班里同学打成一片
……这样的孩子，绝非只会死读书的“学霸”，而
是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和良好素
养的高端人才。他们不参加高考就可以直读硕
士，并非是在走捷径，而是通过与众不同的人才
培养模式，走出一条个性化成长之路。

在高度重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当下，为
少数天赋异禀的孩子提供不一样的成长道路，
是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但是，家长们也要理
性看待，切莫盲目跟风，将其视作上名校的“终
南捷径”。倘若发现孩子有这方面的能力，当
然可以进行相应的规划，给予全力支持。反
之，就不要强求，一旦因此而打断了其正常成
长的节奏，悔之晚矣。

孩子是否优秀，能不能成才，除了自身努力
之外，也离不开父母的教育引导。宽松的家庭
氛围、善于引导的父母，是被“少年班”录取的孩
子们全面发展过程中最坚强的力量，这样的细
节耐人寻味，值得父母们好好品读。

如何让更多有天赋的学生接受有针对性
的个性化培养，不仅关乎个体的成长，也是促
进深层次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这方面的探索
尝试值得期待。

初三学生可直读硕士，是在拔苗助长吗
胡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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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牢预制菜安全底线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等6部门联合发布通

知，首次明确预制菜定义和范围，强化预制菜
食品安全监管。通知提出，预制菜应“不添加
防腐剂”“严把原料质量关”“严格食品添加剂
使用”，及时回应了群众关切。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