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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0日袁河南省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政
新博士在 3号楼为智能制造
学院师生作了题为 野制造业
创新发展的困惑与探索冶的
学术报告遥李政新以叶中国制
造 2025曳为切入点袁分别从对
制造业创新发展问题的提
出尧现实与不足尧一种新机制
的尝试构建尧 案例分析四个

方面进行了讲解遥 并以当今
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为案
例袁 详细介绍了当前我国制
造业创新发展的新模式袁指
出了新时代背景下制造业创
新发展的重要力量遥最后袁他
用丰富的实际案例分析了未
来制造业发展领域的探索和
研究情况遥
（智能制造学院 郝建华）

★为了加强学科与专业建
设袁 推进教学与科研水平的提
升袁11月 5日上午袁 经济与管理
学院邀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
士生导师舒伯阳教授到校为师
生作了学术报告遥 报告中袁舒伯
阳教授以野体验经济时代旅游学
子思维的转型与六大修炼冶为主
题袁详细介绍了旅游专业与旅游
精神尧 体验经济与新思维模式袁
并基于当前旅游发展的未来趋
势袁探讨了体验经济时代个人竞
争力的六大修炼遥 舒伯阳教授由
理论到实践袁 由课本到现实袁深
入浅出的讲解使在场师生对旅
游管理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有
了更全面的认识遥 整场报告会精
彩纷呈袁令在场师生深受启发遥

（经济与管理学院韩占兵）

★11月 6日下午袁中国传媒大
学博士生导师王灿发教授在我
校教师发展中心一楼多功能厅
作了题为 叶从农村大队支书到
党的总书记 习近平新闻舆论
实践活动与新闻舆论观曳 的学
术报告遥王灿发教授以野习近平
总书记的新闻舆论观冶 形成历
程为例袁 通过展现习总书记知
青时期尧正定时期尧福建时期尧
浙江渊上海冤时期以及十八大以
来的新闻实践活动袁 系统深入
的分析习总书记新闻舆论观的
理论渊源尧主要内容尧主要特征
和重大意义遥同时袁王教授通过
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微视频展现
了当代新媒体自身的影响力袁
并提出要善用善管媒体袁 讲好
中国故事袁弘扬主旋律遥
（文化传媒学院 任奇伟）

学术·交流

想成为锦鲤体质？先拒绝“躺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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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锦鲤梦想成真”虽不是兴起于 2018 年，但却火爆于 2018 年。正如网友所说，2018 年当之
无愧为拜锦鲤元年。锦鲤本是一种高档观赏鱼，如今却迅速作为一种网络吉祥物显露于各大社交平

台。人人都想成为锦鲤体质的背后到底映射了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
从网上疯传的锦鲤图到人形锦鲤可以“躺赢”的杨超越，锦鲤的热度始终未减。前段时间一篇名

为《在这个从小躺赢到大的女人面前，杨超越真的不算锦鲤》的爆款推文，更是再次霸屏社交平台。
广大网友疯狂转发此推文的背后，是对“运气”可以大于“努力”的迷信。幸而，主流媒体随后迅速发
文，推翻了此推文作者的无稽之谈，阻挡了“躺赢”对实干兴邦奋斗观的继续腐蚀。

近期支付宝的“寻找中国锦鲤”活动，又将锦鲤之风刮向商业，更有很多无良商家将“锦鲤”这个
网络热点演变为营销陷阱和流量套路，网红吉祥物锦鲤又被平添了不少铜臭气息。这种逐渐变质的
商业导向又为大家“迷信”锦鲤的思想敲响了警钟。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张昕如此解释“锦鲤崇拜”的现象：“转发‘锦鲤’除了求好运
以外，还有一定的社交属性，是一种紧跟热点的表现。年轻人的目标大多是未来导向，动动手指转发

没有成本，而且心理暗示如果对未来有帮助岂不是更好。”他认为转发锦鲤不会让你真的心想事成，
但有可能减少自己眼前面临的无助感和失控感。

张昕教授的解释揭示了浮躁的年代下众多年轻人随处可见的焦虑感，而网红吉祥物锦鲤的出
现，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发泄情绪的精神支撑点，他们靠此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感。

转发锦鲤昭示着我们对未来的美好幻想，就如《新周刊》所说的那样：“浮躁的年代，人们更喜欢
把希望寄托在虚妄上，这时候，彩票、锦鲤、雍和宫的头香、星座学就成了希望所在。”当代人的青春，
就如白岩松所说的那样，确实拥有肉眼可见的艰难。时代的车轮越是滚滚前进，就越需要我们摒弃
浮躁心理。一昧依靠“转发锦鲤”等虚无缥缈的祈福形式，企图用好运来替代努力的做法，势必会引
发一种社会病态心理。

运气和努力两者必是互相牵连又彼此独立的存在。与其将希望寄托于运气来减少自己的恐慌，
不如“撸起袖子加油干”。自身实力增加一分，焦虑就会减少一分。“躺赢”的确存在，但只有极小概率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何况，这种“躺赢”事例还极易滋生傲气，消磨奋斗的锐气。

2018 年已经准备收尾，大小考试也即将临近。我们期盼着广大学子可以在社交网络多展现昂扬
向上的学习姿态，而不是又引爆出一波“转发锦鲤”的热潮以求考试稳过。年轻人，需要迅速找到自
己向上的内在动力，共同营造出一种努力向上、自我负责的踏实学风。

鲁迅曾在《随感录》中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
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
候炬火。”作为民族脊梁代表的鲁迅，始终激励中国青年挺起胸膛，
脚踏实地去努力。只有如此，才能成功摆脱“躺赢”的虚无主义，长成
真正的锦鲤体质。 （王世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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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8 日，重庆公交车坠江的新闻引爆了各大网络平
台，车上 15 个人顷刻间全部丧生。这样的惨案让人感到惋
惜，但同时也值得我们反思：事件真相是怎样的？是什么导
致了悲剧的发生？十五条鲜活生命的逝去到底给了我们什
么教训与警示？

经后续的打捞与调查，事故原委渐渐清晰：公交车上一
名女乘客因坐过站与司机发生争执并大打出手，司机怒气
难消在车辆行驶中还击导致车辆失控坠江。在十五名遇难
者中，其中包括司机一人和乘客十四人，乘客中还有两名三
岁左右的儿童。

一时间各种声音纷乱复杂，有人说其他乘客做错了什
么，为什么就要无辜丧命？有人把矛头直指那名与司机发生
争执的女乘客，说她是罪魁祸首……但是我想说的是，女乘
客与司机的争执是对所有人公共道德素养的考验，也是对

所有人公共道德素养的考验。对于那名女乘客来说，坐过站
本是其自身的问题，但是她却不顾他人安危与司机发生冲
突；对于司机来说，他本来处于被动受害位置，但是在他出
手还击的那一刻，他就成了悲剧发生的推手之一；那些看似
无辜的乘客，他们错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殊不
知这车上没有人可以心安理得地置身事外。悲剧的发生，归
根结底，是车上所有人对公共道德和乘车规则漠视的结果。

公共道德，是指社会成员普遍认可、遵循的道德准则，
是社会、集体、他人、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如果人人都能遵

守公共道德，女乘客可以顾全大局，司机可以心系乘客安
全，其他乘客能把自身安全与集体安全系于一线并及时进
行劝阻，悲剧是不是会被扼杀在摇篮里？可惜这世上从来没
有后悔药，生命也只有一次。至此，仅愿在天堂的那十五个
生命的灵魂可以安息。

逝者安息，生者当汲取教训，避免悲剧的再次出现。近
几个月来，从高铁占座到公交冲突，违反公德的事件屡屡引
发众人热议。令人遗憾的是，太多的社会不文明行为都把自
我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但值得欣慰的是，每一次关于
事件引起的深入讨论，都是一次道德教育的过程，也是我们

自我反思成长的机会。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呼声，让公众一直
模糊的公共道德意识逐渐清晰。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必须
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
愿、道德情感。守护公德，理应出于内心的道德戒律，而不是
做给人看，更不是有利可图。如果每次都要靠惨痛的教训来
获取警戒，提升文明素质的代价未免太大。提升公共道德水

平，要先提升公共道德的自觉性。在现代化社会持续发展的今天，
公共道德素质也该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

想要改善此种情况必须标本兼治。随着公交车乘客与司机在
车上发生冲突的事件的逐步曝光，社会各相关部门应当尽快采取
措施加快推进司机“独立驾驶室”的建设，完善防护隔离设施，并加
强对公交司机应急能力的培训。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建立全市的公
交乘客黑名单，冲动一次，限制再次乘坐，以此来约束乘客的行为。
而这类事件的治本在于对乘客人文素养与公共道德的培养，推动

公共道德制度化。只有提高公众人文素养与道德意识，人人都能考
虑到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

作为公共集体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需时刻把公共道德与集
体利益放在心上。“人人自危的同时而危人人”，悲剧已发生，谁也
不愿承受更多这样的心痛。在安全的漫漫长路上，我们当携手前
行。

（底海晴）

·网络热点时评··网络热点时评·

10 月 23 日，党委书记李国胜在和宣传部同志座谈
时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传递正能量、讲好真故
事、树好大形象”。作为一所正在转型发展中的黄淮学
院，从“奋斗”起家，到“转型”立业，从不缺乏故事。不断
产生的新故事，时时鼓舞着校园媒体人，用心去发现，
用笔去书写。

报道新闻就是讲述故事、吸引读者，既要靠新闻本
身的“含金量”，也有赖于作品的感染力。要讲好校园故
事并不容易，讲述者们必须使出“洪荒之力”，从校园典
型人物到深度报道的开掘，从生动鲜活到文化品位的
探索，在不懈的尝试和创新中妙笔生花，让一条条大事
小情变成了一个个动听的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闻舆论工作者“要转作风、
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
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要“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中国故事，是展现中国发展与进
步的优秀作品。国家的进步是由一件件生动鲜活的事
件组成的，是由一个个平凡人物推动的。一个学校的故
事，就是波澜壮阔的中国故事中的其中一幕。

故事首先要有好内容，才能成为好故事。我们首先

要解决好“讲什么”的问题。讲什么，就是要胸怀大局、
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反映学校
的办学成就和发展变化，展示师生蓬勃向上的良好风
貌。

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其实并不难，定位好故事主
角是关键。在学校，教师和学生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从

爱岗敬业到刻苦学习、从痴迷于教学科研到挑灯夜战
创新求索、从立足讲台心中有大爱到无私奉献行走在
公益之路的那些总给予我们正能量的人们，能让故事
熠熠生辉。“感动中原、感动天中人物”、“师德标兵”、
“群英谱”、“学生最喜欢的好老师”、“大学生年度人
物”、“创业群像”、“每月一星”……不同的是他们各自
的“故事”内容，相同的是他们追求极致的精神。这些，
都是我们黄淮好故事的的故事“主角”。

定位好这些“主角”，好“故事”也就不难发掘了。挖

掘到好“故事”，如何让“故事”更加精彩地呈现？就是要
真实、生动、鲜活地报道新闻，真实的故事最精彩，生动
的故事打动人，鲜活的故事有力量。见人、见事、见思
想、见精神，就是好故事。

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一书中写道：“故事赐予我

们的正是这样一种机会：去体验我们自己生活以外的
生活，置身于千姿百态的世界和时代，去追求、去抗争、
去感受我们生存状态的各种不同深度。”

这就是故事的力量，但只有好故事才有这样的“魔
力”。讲好故事，不能止于传播信息，更重在诉诸情感，
传递价值，产生共鸣，引人深思。好故事，必定是带着充

沛的情感去听、去想、去写，因而创造出不一样的情感
体验。

记者只有在现场，才能讲出好故事。课堂里、校园
外、工作室、运动场、献血车里、创文路上……黄淮学院
的师生们以生动鲜活的形象，展现色彩缤纷的青春岁
月，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这些都是“故事”，都需要
我们去认真书写。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记录故事，就是书写
校史。让我们校园媒体人进一步创新讲故事的方法，培

养讲故事的能力，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到“因势而
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娓娓道来、循循善诱，做到
“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让我们全校都行动
起来，把校园故事讲得越来越精彩，用更多的好故事感
染更多的人，让身边人一直在身边。 （吴健民）

做一个有使命感的校园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