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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理想和现实的偏差不可否认，也不易改变，但不应是18岁

这个年纪所要承受的精神重压。在这个问题上，主流媒体应当积

极发声，努力传递正确的价值取向。

■来论

报志愿的话题，每年这个季节都是舆
论热点。随着高考成绩和各省份分数线的
出炉，一场网络热潮将考生家庭和公众卷
入其中。

选好专业是人生岔路口的重要抉择，
是实现理想的通行证。网络上多数声音是
理性善意、能指点迷津的。但在一些自媒体
的炒作下，焦虑、对立等不良情绪蔓延开
来，将理想和现实划出更大鸿沟，其中一些
声音既违背情理，也容易误导受众。

汶川地震中感动国人的“敬礼娃娃”郎
铮，今年以优异考分再次受到关注。他在接
受采访时透露准备报考北大，志向是做公
务员为人民服务。不承想，评论区中有人把

“想做公务员”等同于“想当官”“想福利
好”，还有人说他应该“报军校”，回报从废
墟中救出他的解放军。红星新闻的报道还
原了郎铮和父母的朴素初心，《北京晚报》
及时发表了《“敬礼娃娃”的志向不该被曲
解》的评论。

不只是“敬礼娃娃”，高分考生特别
是来自贫困家庭的考生，向来受到更多关
注。2020 年，湖南耒阳文科状元、留守
女孩钟芳蓉报了北大考古系这一冷门专
业，引来不少网友替她“发愁”。主流媒
体及时关注，她在接受采访时说，选择考
古专业缘于自己的偶像是“敦煌守护人”
樊锦诗。结果，赞赏和激励逐渐汇成网络
主流声音，给了这个热爱“冷板凳”的女
孩很大的力量。

当然，大多数人报志愿还需多方权

衡。整个社会特别是手握发声筒的媒体，
有责任呵护这份最初的梦想，鼓励对未知
的探索，张扬青春应有的模样。通过报
道、评论等方式，媒体传递择一事、忠一
生的坚守，无畏风雨不懈攀登的勇气，让
这个时代逐渐稀缺的可贵品格，成为被更
多人认同的主流价值。

理想和现实的偏差不可否认，也不易
改变，但不应是18岁这个年纪所要承受的
精神重压。在这个问题上，主流媒体应当积
极发声，努力传递正确的价值取向。比如，

通过真实准确的信息，为考生家庭提供科
学参考；讲好优秀学子的成长故事，以及更
多为梦想努力追逐过的身影，激发前行的
力量；在网络舆论偏离时、考生情感受到伤
害时，及时澄清谬误，传递正能量。

在网络热潮中，客观理性往往最难做
到，不对别人的选择指手画脚，不自以为参
透社会百态。以新闻学为例，和一些专业一
样存在就业选择问题，“新闻民工”等调侃
也盛传已久，但为什么仍令一些学子心向
往之？100年前，邵飘萍的“铁肩担道义，辣
手著文章”，直到今天仍激扬着有志青年的
热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做党的政策主
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
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这样的新
闻理想将跨越时空产生共鸣。

唯有热爱方得始终。尊重年轻人的内
心选择，给出有依据、负责任的引导，这
应该是所有媒体的社会责任。至少，应当
理性平和、谨慎发声。

事关考生抉择，媒体当理性发声
□雷萌

近日，“考研名师”张雪峰在直播中
表示“要把理科 590 分报考新闻的考生

‘打晕’”，并指出“新闻学专业难找工
作”，引发社会舆论热议。重庆大学新闻
学院教授张小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教授邹振东相继公开发声，驳斥张雪峰的
观点，进一步引爆舆论场。（6月 20日
澎湃新闻）

在理想的图景里，“教育只是生活的
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然而，
对于不少考生和家长来说，衡量和评价一
个专业好不好的标准，就在于这个专业好
不好就业、能否迅速地将文化资本转化为
财富和社会资本。不只新闻学，包括哲
学、化学、生物等所谓的“天坑”专业以

及中文这样的“万金油”专业，也常常遭
遇“有什么用”“是否有前景”的质疑。

按照世俗的标尺，所谓的好专业就是
将来就业容易一些、工作轻松一些、薪酬
待遇好一些。“学新闻没有前景”的论
断，主要论据有两个：一是在自媒体时
代，传媒行业已经不再是前景广阔的“富
矿”；二是学新闻传播的学生大都没有从
事本行业，其他专业的毕业生同样可以

“抢饭碗”。
事实上，虽然新闻传播的载体发生了

改变，但对优质内容的生产、对规律的钻
研永远有市场需求；在学科交叉融合的背
景下，新闻传播行业有不少非科班出身的
从业者，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也同样可以

进入其他行业。说到底，没有差的专业，
只有学艺不精、没有把专业学深学透的
人。只要足够努力，所谓的冷门专业甚至

“天坑”专业，同样可以“人生出彩”。
毕业生一时的就业状况，并不意味着

这个专业就没有前景。哪怕现实生活中确
实有少数新闻专业毕业生过得不尽如人
意，也不能简单、粗暴地贴上“学新闻没
用”的标签。一个人不能将自己的得失成
败过多地归咎于所学专业，也不能因为一
时的价值实现受阻，就断定读书无用、所
学专业无用。

同时，全社会也应给予“新闻学专业难
找工作”足够重视和正视。正如邹振东教
授所言，新闻传播学界脱离实际、脱离业界

的现象，理应警惕；如果新闻传播教育自弹
自唱、孤芳自赏，难免会在市场中遭遇“滑
铁卢”。只有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让新
闻传播专业带给学生们更多积极的改变，
毕业生才会更有收获、更有未来。

专业和职业虽然有关联，但并不一定
要捆绑在一起。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独一无
二的地方，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生命力。
哪怕毕业生将来没有从事与所学专业对
口、匹配的工作，该专业所尊崇和传递的
价值内核和精神追求，也同样是一种宝贵
的文化基因。永葆对客观公正的信仰、对
事实的敬畏和胸怀天下、心系苍生的情怀
以及追求真相的能力，这才是新闻传播专
业毕业生的精神财富。

专业无好坏，关键在于学得如何
□杨朝清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
及法》实施21周年。自2002年6月29日
通过并实施以来，这部法律为科技强国步
伐的加快，为提升公民的科学素养和社会
进步发挥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作用。

事实上，出版业为了响应国家的大政
方针，在科普读物上不断发力，每年都要
推出不少优秀科普读物。前不久，在第二
十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 2023 世界
童书论坛上，有专家在演讲中披露，在少
儿读物板块中，近3年来，少儿科普百科
比重持续增长，由 2020 年的 21.05%增长
到2022年的26.77%。

看到这个消息，笔者十分欣慰，少儿
科普读物出版的异军突起，绝不是空穴来

风、毫无根基，而是适应了时代的潮流，
服务了当代家长及小读者的精神需求。

众所周知，多年来，在快速发展的少
儿图书市场中，儿童文学都是一家独大，
市场份额一度占到整个少儿图书的40%。
大约从几年前开始，少儿科普读物的市场
份额出乎人们的意料，开始快速递增。

根据开卷监控数据，如今我国图书市
场中少儿科普类图书的动销品种已达到5
万种以上，近年来每年动销的新书也有
5000 种左右。在很多电商平台，少儿科普
读物也都占据了相当的市场份额。如当当
网的儿童科普百科板块，近两年整体处于
良好增长态势，无论从销售占比，还是在畅
销榜单，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既是当当

网领跑童书增速的品类，也是拉动童书增
长的龙头板块。在2022年的少儿图书零售
市场中，少儿科普百科跃升为最大细分市
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少儿图书第一大板块。

少儿科普读物之所以出现如此快的增
速，是与当代中国越来越重视科技的力
量，一些重大的科技成果不断刷新和改变
人们的生活分不开的。无论是航天技术的
飞跃，还是 5G 应用、大数据、人工智
能、云计算的推广，越来越多的人都切实
地感受到了科技进步在不断地改变着我们
的生活，在提升国家的软实力。而新一代
的学生家长，都是“80后”“90后”的新
生代。他们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偏高，自
然对孩子的阅读都有着更高的要求。不只
有文学素养，更要有人文素养、科技素
养。而提升科技素养的关键，就是多看有
益的科普读物。这样的市场需求无疑激活
了少儿科普读物的出版。尤其是随着少儿
读物销售的主战场转到了短视频电商，使
得三、四线小城市受益更多。这些地方的
家长和小读者有着更强烈的探求知识、改
变命运的渴望，而少儿科普读物在某种程
度上回应了读者的关切，无论是引进版的

少儿科普读物，还是国内原创的少儿科普
读物，都能在选题、形式上尽可能有的放
矢地满足读者的求知欲。

如果仔细审视一下市场上热销的少儿
科普读物，就会发现，如今的少儿科普读
物，出版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自然科学的
单一选项，人文历史、社会科学的知识普
及，都成为了少儿科普读物的内容来源。
同时，科普读物编写与设计的多元化，趣
味性、互动性、沉浸感的极大增强，都让
少儿科普读物增添了魅力。

值得注意的是，同那些引进的国际少
儿科普名著相比，我国的原创少儿科普读
物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进
一步提升的必要，急需打造更多的少儿科
普读物“高峰”。

值得欣慰的是，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博
物馆、科技馆、科研团体等机构与出版社
携手推出少儿科普读物，展现最新的科研
成果和技术。可以预料，新崛起的少儿科
普读物这匹“黑马”，一定会以全新的姿
态、有趣的故事、多彩的知识，来为科技
强国注入更多的精神养料，为培养更多的
科技后备军贡献出版智慧。

少儿科普读物的崛起和优化空间
□赵强

日前，第 28 届上海电视节暨白玉兰奖
颁奖。其中，现实题材电视剧 《人世间》，
一举夺得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
编剧 （改编）、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5
项大奖，收获颇丰。

自2022年1月《人世间》播出以来，剧
集受到各个年龄层观众的喜爱。据悉，光首
轮播出，《人世间》就吸引超3.71亿观众收
看，创下央视一套黄金档近8年收视新高。

《人世间》如此深得人心，跨越几个年龄层
观众亦能产生情感共鸣，与其以历史感、温
暖感、艺术感还原年代特色，为观众带来广
大群众面对各种困难和挫折时展现出“韧”
的态度和“善”的人性密不可分。

在笔者看来，《人世间》的成功离不开
原著和剧本打下的文本基础。《人世间》改
编自作家梁晓声的同名小说。编剧在小说基
础上发挥了剧作家的长处。正是有了编剧王
海鸰、王大鸥对剧本近4年的精心打磨，有了
导演李路从选角、置景、拍摄、后期的倾心把
控，有了演员雷佳音、殷桃、丁勇岱等的诚心
塑造，一部精品才会在当下的传播语境里打
开老少咸宜、新旧媒体通吃的可能性。

由文学改编的影视剧很多。纵观此次白
玉兰奖入围名单，《人生之路》是从路遥的
小说《人生》焕新而来，《幸福到万家》改
编自陈源斌的小说《秋菊传奇》，《乔家的儿
女》改编自未夕的同名小说……这些入围好
剧的炼成，都离不开文学的滋养。

事实上，经典小说和优秀影视剧两者之
间是一场“双向奔赴”。一方面，经典小说
可凭借影视热潮引发热读热卖；另一方面，
优秀影视剧是对经典小说的影视化创作，赋
予了作品新的生命。

笔者认为，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影视
剧，它们最终都要走向市场面向观众，能否
成为经典，还是由观众说了算。因此，影视
剧改编要取原著之精华，补原著之短板，既
需要对原著有深刻的理解和尊重，展现出原
著中的主题和情感，同时还需要出色的演员
和团队，让观众充分体验到故事的魅力和感
染力，努力实现双赢。

我们乐见越来越多的经典小说被改编成
影视剧，让文学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让
中国作家焕发出更大的创作热情，也让中国
的影视剧具有更多的文学养分。

经典小说与优秀
影视剧的“双向奔赴”
□张雪娇

6月26日，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一家卤
肉店突发煤气爆炸，巨大的冲击波震碎了马
路对面店铺的玻璃。而21日刚发生的宁夏
银川富洋烧烤店特别重大燃气爆炸事故造成
31人死亡、7人受伤。在此之前，今年多地
也曾发生液化气事故。一次次惨痛的教训给
人们敲响了警钟。事故发生后进行亡羊补牢
式的修补虽然必要，但更需要平时未雨绸缪
式的拧紧“安全阀”，防患于未然。

笔者认为，拧紧“安全阀”需要两手
抓，一手抓宣传教育，一手抓监督管理。而
媒体在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充当着重要角
色，应发挥播撒“安全种子”的重要作用。

在当今信息时代，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平
台成为获取信息、交流和娱乐的重要渠道。
如何在媒体平台上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让安全生产意识深入人心，成为一个紧迫的
课题。

各级各类媒体平台应当经常向公众传递
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安全生产理念，提高他
们的安全生产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电视节
目可以制作针对性的安全生产宣传片，广播
可以播放相关安全生产专题节目，报纸和杂
志可以刊登安全生产故事和提示，互联网和
社交媒体可以发布安全生产教育文章、视频
和互动活动等。应通过不同形式的媒体传
播，全方位地覆盖目标群体，使安全生产教
育内容深入人心。

社交媒体、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可以实现与公众的互动。设置在线安全生产
教育小组、举办线上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发
布安全生产提示和警示等，可以引导公众积
极参与安全生产教育，促使他们更好地理解
和应用安全生产知识。此外，可以通过与专
家学者、教育机构和社区合作，开展专题访
谈、座谈会和互动活动，加深公众对安全生
产的认识和理解。

当然，媒体能否做好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工作，关键在人。在传播安全生产知识的过程
中，媒体从业人员要谨防以讹传讹，不断加强
自身的专业素养，学习和更新安全生产知识，
确保所传递的信息准确可靠。同时，要时刻关
注公众的需求和关切，加强互动和沟通。

媒体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是法定义
务，而不是可有可无。《安全生产法》明确规
定，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单位有进
行安全生产公益宣传教育的义务，有对违反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的
权利。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让安全护航高
质量发展，各级各类媒体尚需加倍努力。

（作者系人民公安报社总编室副主任）

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
媒体尚需努力
□丘勋锐

■观察

同那些引进的国际少儿科普名著相比，我国的原创少儿科

普读物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进一步提升的必要，

急需打造更多的少儿科普读物“高峰”。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开展为
期两个月的“清朗·2023年暑期未成年
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七方面网上涉未成年人突出问题。这七
方面问题包括：有害内容隐形变异问
题、网络欺凌问题、隔空猥亵问题、网
络诈骗问题、不良内容问题、网络沉迷
问题、新技术新应用风险问题。

媒体评论认为，净化网络空间，要
能形成全社会合力。同时，不仅要做好
暑期“净网”工作，要在暑期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还要能形成常态化、长效化
的监管机制，这样才能让网络不再成为
缠住未成年人的“罗网”，让网络为孩
子撑起成长的一片蓝天。

王鹏/视觉中国

暑期重点整治
七大网络问题

■灼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