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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最近公布的数
据显示，在短视频、短剧风靡的今天，越
来越多的人竟然开始回归电视屏幕，甚
至追起了《新闻联播》。曾经几乎被视作

“父母专属”的电视，如今在年轻人中悄
然“逆风翻盘”。笔者与朋友交流时，也
有不少人说家中电视又响起了《新闻联
播》和《天气预报》的背景音乐，听后觉得
心里踏实、安稳了不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收视数据更令人
瞩目——第三季度收视份额达 30.81%，
创今年以来三个季度新高，达6年来同期
最高。CCTV-1 黄金档更是凭借《新闻

联播》《焦点访谈》等节目同比实现了39%
的大幅增长。

种种迹象表明，传统电视节目的“天
花板”有被打破的迹象。短视频虽然传
播迅速、灵动有趣，看多了却难免出现

“信息疲劳”。短视频平台在大数据及算
法加持下，提供了过度且重复的信息刺
激，带给人的只是浅层的情绪价值，情感
满足来得快，去得也快。年轻人渐渐意
识到，相较于短视频，有时又渴望有更加
深入、丰富的内容可供细细回味，而制作
精良的电视节目可提供这种深度陪伴。
如果把短视频比作“速食”，则电视节目
可谓“正餐”。

正如“速食”要制作精品，“正餐”也

需要进行突破。在公布的收视数据中，
有一点引人关注，观众的回归并不局限
于新闻类节目。随着文化综艺节目的创
新和正能量剧集的加入，传统电视内容
正在“破圈”。比如，《非遗里的中国》《山
水间的家》等文化节目中没有“高歌”和

“悲鸣”，以“平静”的状态，给人们带来情
感慰藉，与观众的情感连接更紧密。

“3分钟读完一本名著”“5分钟看完
一部电影”“10分钟带你了解历史”“一口
气看完一部剧”……其实，在新事物层出
不穷、知识更新周期缩短的当下，除了拿
出整段时间阅读、观影之外，人们利用

“碎片化”时间去学习并非没有意义，简
单以“碎片化”否定短视频这一新型知识

传播形态并不可取。我们应当承认，短
视频是“信息快餐”，可以加快人们筛选
有效信息的速度，但是无法取代“正餐”，
因为少了时间的发酵，“快餐”还是缺乏
了一些营养和回味。

在“速食”丰富的今天，我们还需要
“正餐”吗？答案不言自明。平衡好“正
餐”和“快餐”，生活才更有滋味。“正餐”
是人们成长所必需的、长久的、持续的、
具有仪式感、培养自省力的精神食粮，需
要我们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细细品味。“速
食”则是工具性的、调味的，满足临时或
明确诉求的。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努力将优质内容传播得更远，才是

“速食”和“正餐”的意义所在。

“速食”可以有“正餐”不可缺

□ 陈江

60元就能换来一张“国际竞赛”获奖
证书？据媒体报道，为全面评价学生的
能力和表现，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引入综
测排名制度，将其作为评优评先、奖助学
金分配乃至保研资格的重要依据，而学
生通过参加各类竞赛得奖，就可以获得
综测加分。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
到不少分享自己拿国家奖学金、保送研
究生的经验帖，其分享的核心“秘诀”就
在于——付费参加“水赛”。

所谓“水赛”，是指那些门槛低、规则
模糊、获奖率高、含金量低的竞赛。这些
竞赛通常打着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旗
号，实则以盈利为目的。它们通过松散
的评审机制吸引大量学生参加，以此赚
取报名费用。参赛者只需花费几十元报
名费，提交一份简单的作品，甚至只是走

个过场，就能轻轻松松获奖，从而在综测
排名中获得加分。

60元买下“国际竞赛”获奖证书，这
样的事情听起来荒诞又讽刺，然而，这却
是对“水赛”乱象的真实描述。这样的竞
赛不仅无法真正检验学生的能力和水
平，反而助长了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风
气。在“水赛”的诱导下，一些学生可能
会选择放弃真正的学术追求和实践锻
炼，转而寻求走捷径来获取综测加分，这
不仅不利于学生的个人成长，也背离了
高等教育的初衷。

“水赛”之所以能在高校中蔓延，根
源在于综测评价体系的某些环节存在漏
洞，使得一些不良机构得以浑水摸鱼，甚
至存在花钱买奖的现象。这不仅让真正
有价值的竞赛蒙受不白之冤，也让那些
希望通过正当途径提升综测成绩的学生
感到不公。

因此，整治“水赛”乱象，维护高校综
测体系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已成为当务之
急。一方面，高校应进一步完善综测评
价体系，建立更加科学、合理、公正的加
分机制，确保只有真正具有含金量和价
值的竞赛才能被纳入综测加分范围，同
时加强对竞赛信息的审核和公示，提高
透明度，让学生能够清晰辨别竞赛的真
伪和含金量。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
应加强对竞赛市场的监管，建立黑名单
制度，对违规举办“水赛”的机构进行严
厉处罚，并公开曝光，形成有效的震慑
力。

这里还需要强调一点，大学生自身
也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拒绝参与“水
赛”。毕竟，真正的荣誉和成长不是靠一
张虚假的证书能够换来，而是需要通过
自身不懈努力才能最终赢得。

据《钱江晚报》

综测评价“水赛”乱象须整治

南方都市报：
别让不明不白的手续费
成为慈善捐款的堵点

媒体近日调查发现，多家众筹平台
存在收取3元费用的情况。这些平台以
提供健康服务、帮助平台运营、提高打
款效率等理由让用户选择勾选并同意

“支付3元”费用。该选项虽然可以取消
勾选，但不少网友称不仔细看根本不会
注意。

不能让默认的、不透明的或捐款人
不知情、不明白、不情愿的手续费成为
慈善捐款的“堵点”。诚然，我国的法律
并未禁止筹款平台收取捐款手续费，但
筹款平台无论是收手续费还是收服务
费，都必须收得明明白白，在程序设计
上突出收费信息的显著性，取消收费默
认勾选，把知情权和选择权真正还给捐
款人，让支付手续费真正归于自愿。立
法部门、监管部门也应通过修订法律法
规或出台法律解释等方式，给筹款平台
的手续费套上“法律笼头”，保障众筹慈
善的公信力。

北京晚报：
是定金红包
还是引流把戏

今年“双十一”，各大直播间纷纷发
放定金红包。这个看起来是在送福利
的活动，让不少网友深感被套路。

据报道，不少消费者反映，在拥有
千万粉丝的“香菇来了”直播间内买虾，
商品页面显示需付尾款99元，可真到付
款时尾款就涨到121元。记者观看“香
菇来了”直播回放发现，主播反复声称

“可以参加定金红包”“先付定金，再领
取22元大虾品类券”，也在主页轮播图、
详情页提供品类券领取教程，但全程未
说明品类券是否限量领取以及品类券
的发放时间。

多年来，“双十一”花样百出的优惠
规则已经让消费者身心俱疲。消费者愿
意蹲守直播间抢定金红包，不过是希望
得到一份直截了当的实惠，不会想到部
分主播毫无诚意可言，定金红包是诱饵，
薅“羊毛”是真。消费者白白浪费时间和
精力不说，还被欺骗了感情。要是消费
者一再失望，到时候不管给出什么红包，
恐怕都难以挽回他们的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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