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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凯

从淄博烧烤爆火时的全民赞誉，
到 考 公 文 化 遭 讽 后 的 应 激 反 应 ，当

“DeepDrink”“考编大省”“只关注鱼头朝
向”等标签在互联网上病毒式传播时，山
东始终在舆论两极间剧烈震荡。用“山
东黑子”等情绪化表述反击质疑，实则是
将公共讨论拖入了“比谁嗓门大”的原始
竞技场。心理学研究早已证实，人类对
抗情绪具有自我强化的特性——当人们
拼命想要消除某种情绪时，大脑反而会
将其判定为重要信号。这恰如山东在应
对“酒桌文化”争议时，用“吃头孢可免

酒”的辩解替代制度改良，结果却让“劝
酒陋习”的标签越擦越亮。

行动才是最有力的辩白。面对“新兴
产业滞后”的尖锐质疑，山东手握全国41
个工业大类的完整产业链，却仍在数字经
济领域缺乏头部企业。这种矛盾恰似重
剑无锋的武者——空有千钧之力，却不知
如何破局。杭州以“政府‘不打扰’，企业

‘自在飞’”重塑营商环境孕育出“六小
龙”；苏州凭借航空航天、电子通讯等高新
技术产业突破2.6万亿元产值，江浙地区
的经验表明，行动创造的实绩比任何辩词
都更具说服力。大音希声，真正的实力从
不需要声嘶力竭的呐喊。

用事实构建的“数字护城河”，远比
情绪化的文字长城更坚固。反思差距，
正视差距，山东需要的不是对历史荣光
的反复擦拭，而是刀刃向内的改革勇
气。大多数沉默的山东人，其实真的热
爱山东、热爱家乡。76岁的李登海，仍在
田间改良玉米种子；张连钢带领创新团
队仅用三年半时间，建成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连续10次
打破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当潍坊农
机装备遇上青岛工业互联网，我们有理
由相信，齐鲁大地同样可以孕育出智慧
农业的“比亚迪”“宇树”。

从古至今，山东人的精神内核始终

是“讷于言而敏于行”。在青岛港，无人
桥吊正以每小时超过 60 个自然箱的作
业效率装卸货物；在潍柴动力实验室，
热效率达 53.09%的柴油机改写了行业标
准——这些沉默的突破，才是对地域偏见
最有力的回击。当舆论场的硝烟散去，
能沉淀下来的从来不是谁的骂战更精
彩，而是谁的行动更扎实。山东完全有
条件将此次争议转化为改革契机：用负
重前行的改革实绩，为当代中国提供一
部“行动碾碎质疑”的鲜活教科书。毕
竟，黄渤海的浪涛从不为驳斥质疑而翻
涌，山东定会向新而生，包容奋进，永不
停歇地奔向深蓝。

行动是最有力的辩白

□ 李松林

“ 明 星 就 不 用 排
队？”有网友近日发文
称，在深圳宝安机场登
机时遭遇某男团插队。
涉事男团回应称，由于
围观粉丝过多，在与多
方沟通后，为避免造成
拥挤事故，该男团根据
沟通确认好的时间及通
道抵达并进行登机。机
场方面致歉并表示，后
续将会同航司优化改进
相关保障流程。

根据现场网友的
说法，原本旅客是有序
排 成 两 队 等 待 登 机
的。随着男团及团队
工作人员、粉丝与机场
安保等人的到来，“排
好的两队不检票了，艺
人及其团队先上飞机
了”。乘客老老实实排
队，男团“捷足先登”，
乘客质疑还被回怼“谁
挡你路了”。如此咄咄
怪事，受到旅客和网友
的批评，并不冤枉。演
艺明星并无所谓“出行
特权”，在安检、检票、登机环节，理应像其
他旅客一样排队。作为公众人物，明星一
言一行更应遵守社会规则，做到正面示
范，岂能借由男团光环插队登机？

各机场和航司都有优先登机的具体
规定，如军人军属、老人、孕妇、小孩等特
殊群体，可以优先登机，明星艺人显然不
在优先之列。“为避免造成拥挤事故”的理
由，同样站不住脚。如果每一个明星都有
这样的担心，岂不都能插队？男团方面声
明称，已经提前与多方沟通好时间和通道
登机。但现场视频显示，这种沟通和现场
应急显然失灵。从网友爆料来看，男团乘
坐的还是经济舱，也没有走VIP通道的权
限。机场和航司到底是怎么沟通的，究竟
有没有、依据什么“优先安排”明星检票登
机？比起表歉意、表决心，这才是机场方
面最该回应的问题。

明星脸不是优先“登机牌”，在法律法
规和公共道德面前，谁也别拿自己当腕
儿。无论名人还是明星，坐飞机还是乘高
铁，都要遵守秩序和法规，别以为有了明
星光环就可以任意行事。妨碍他人正常
出行，只会给自己“招黑”，最终得不偿失。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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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晓萌

近日，一起女大学生逃票坠亡案引
发的 90 万元索赔纠纷，在法院“景区无
责”的判决中落下帷幕。这场横跨法律、
道德与公共安全的三维博弈，不仅暴露
出文旅治理范式的潜在性矛盾，更折射
出社会治理的价值排序困境。

根据“过错责任原则”，景区通过设
置安全警示标志、防护栏等证据链，完成
了安全保障义务的举证责任。而该名
大学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
逃票行为构成对管理秩序的破坏，坠
崖结果与违规路径选择存在直接因果
关联。这种基于证据链的法律推演，恰
与之前的北京八达岭老虎伤人案、宁波

雅戈尔动物园逃票案形成司法逻辑的延
续，凸显司法机关对“谁过错谁担责”原
则的坚守。

景区安全责任的边界之争体现了现
代社会治理的难点。涉事景区在开放区
域设置1.2米高护栏的做法，已超出旅游
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的国标要
求。但自然景区的地形复杂性决定了
不可能实现全域物理防护，过度防护既
破坏生态，也可能诱发“替代性风险”。
因此，合理警示与游客自律才是核心防
线。

该名女大学生的逃票选择暗含双重
悖论。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其
行为既违背契约精神，又突破安全底
线。这种现象与游客在颐和园“翻墙拍

照”、男子在西藏违规穿越保护区等事件
一起，折射出部分群体对规则的工具性
认知：将投机取巧视为聪明，把规避管理
当作自由。在社交平台发布“逃票攻略”
获百万点击的现象证明，不守规则最终
酿成的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社会诚信
的集体透支。

这起案件的终审判决不是终点，而
是重构旅游文明的起点。当我们在哀
悼年轻生命消逝的同时，更需清醒认识
到：法治社会从不同情破坏规则者，公
共安全也绝非无限兜底的慈善工程。
唯有每个人真正树立规则即防护的认
知，才能在崇山峻岭间走出文明旅游的
生命通道。

在崇山峻岭间走出文明旅游的生命通道

中国平台经济，加油！ 徐民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