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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活越来越多，但还在微信真正活跃的人们，尤其是职场中年人却似乎逐渐失去了分享生活的欲望。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深
受微信工作群所扰，一听信息提示音，一看到群聊信息刷屏，就心生烦躁，甚至陷入职场焦虑。这次，微信推出“拍一拍”，大概旨
在增强用户间的日常互动，让微小的信息，给用户带来更多欢乐，而不仅仅是被工作催促的逼仄。

□ 彭柏
近日，微信在7.0.13版本中更

新了“拍一拍”功能。只要双击聊
天界面中对方的头像，就会在记
录里显示对方被“拍了一下”。

点开手机，除了只发工作通
知和齐刷刷排队给老板点赞的
工作群，除了好几年也没人发过
言的初高中大学同学群，其他聚
集着“饭醉团伙”“闺蜜私聊”的
活跃群，甚至是齐聚七大姑八大
姨，每日例行被“投喂”健康养生
鸡汤的家庭群，都不同程度“拍”
成一片，给友谊的小船“推波助
澜”。

据说，这是微信悄然新增的
功能，并未在更新公告中列出，
约等于隐藏的彩蛋。“拍一拍”这
个彩蛋，已被小伙伴们“玩坏”。

有人贴出了疑似恶搞的微
信群聊图——— 在某某工作汇报

群聊中，王总发了一条文字“大
家汇报一下今天的工作进展”，
你“拍了拍”王总，紧接着“你被
王总移出群聊”；还有的小伙伴
用改群聊ID的方式，玩起了文字
游戏，发出“富婆用一沓钱”拍了
拍“你脆弱的尊严”这种段子。

如果说，这些还是熟人群聊
里欢乐的自寻烦恼，对于一些刚
上手“拍一拍”，还有些搞不清状
况的小伙伴来说，“手误”带来的
尴尬，简直想让他们原地消失。

有人吐槽，在几百人的正经
工作大群里，本来只想点开一个
陌生人的头像看看他是谁，结果
手抖显示成你拍了拍对方。还
有人看到工作群聊里老板发来
的通知，突然想起已经屏蔽老板
朋友圈许久，应该去给他打鸡血
的日常自夸排队点赞，结果“手
残”拍了拍领导，顿时一身冷汗、

不知所措。
其实，从使用体验而言，拍一

拍的娱乐性远大于功能性，因为
这一提醒方式并不明显，与QQ的
窗口震动和微信群聊的@功能均
有所不同。群聊中的用户，虽然
都能在对话框里看到文字提醒，
但包括被拍对象在内的其他人，
不论是否打开微信，都不会接收
到“拍一拍”产生的震动反馈。

作为国内最成功的现象级
应用，微信诞生之初主打社交属
性。然而，随着微信的工作属性
逐渐增强，微信好友越加越多，
朋友圈的内容却越发越少，很多
人都设置了三天可见，更多的人
除了与工作相关的内容，什么也
不再分享。

日活越来越多，但还在微信
真正活跃的人们，尤其是职场中
年人却似乎逐渐失去了分享生活

的欲望。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深受
微信工作群所扰，一听信息提示
音，一看到群聊信息刷屏，就心生
烦躁，甚至陷入职场焦虑。

这次，微信推出“拍一拍”，
大概旨在增强用户间的日常互
动，让微小的信息，给用户带来
更多欢乐，而不仅仅是被工作催
促的逼仄。

微信上有个很著名的表情
包———“说真的，怀念我们刚认识
的时候，拘谨中带着一些温柔。”
社交软件发展至今，人们也纷纷
怀念那个曾经面对浩瀚宇宙安静
纯粹的小人儿，怀念那个朋友圈
里只有朋友近况的一方天地。

作为资深中年用户，面对微
信改版，我仍想被多年不见的好
友惦记，偶尔“拍一拍”。而面对
老板发来的60秒语音支配的恐
惧，还是想“静一静”。

□ 王继洋
据央视新闻报道，截至6月

22日，经全力搜救打捞，重庆潼
南区8名落水青少年全部打捞出
水，均已无生命体征。初步调查
显示，溺亡者均为居住在附近的
小学学生，周末放假自发相约到
河滩处玩耍，其间有1名学生不
慎失足落水，旁边7名学生前去
施救，造成施救学生一并落水。

同学落水，7名伙伴伸手施
救，这样的行为是英勇的。但令
人痛心和惋惜的是，民事行为能
力尚不足的孩子们没有意识到

“水火无情”，缺乏对生命的自我
保护意识，留给了全社会一个痛
心的结果。不得不说，青少年本
是社会保护的对象，尚不具备与
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甚至违法犯

罪分子抗衡的能力。在对自身
能力估计不足的情况下，他们为
自己的盲目付出了生命的沉重
代价。从这一层面来说，青少年
学会自我保护、懂得求救的安全
知识，要比盲目“奋不顾身”更为
重要。

也许很多人会说，学校层面
的安全教育从未缺席：每年暑期
之前，学校都会用致信或者其他
方式，提醒学生不要去野泳，告诫
他们溺水的危害。可问题在于，
长期以来，我们中小学校安全教
育习惯于矫正思想和修正理念，
而往往疏于矫正行为、演练技能。
其结果就是暑期安全教育年年讲
月月讲，中小学生溺亡事故还不
是 年 年 发 生 ，并 没 有 因 此 减
少——— 就在重庆8名小学生溺亡
的前一天，河南濮阳也发生了一
起溺亡事故，5名孩子落水，3名孩
子溺亡，最小的只有4岁。

很显然，学校方面的安全教

育，在教育方式上是有欠缺的。
其实对于青少年来说，真正

的安全教育应该以防灾演练的
方式进行，才会真正被他们所接
受。不可否认，我们中小学校一
般会有各种各样的防灾演练，但
问题在于，这些演练过于游戏
化，没有形成课程化和日常化。
而在主管部门、中小学校、老师
甚至家长层面，也往往把文化课
教育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防
灾演练课程化？估计不少人会
觉得纯粹是浪费时间。

面对一条条逝去的生命，全
社会是不是该有所反思？

近期，共青团淄博市委、大
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共同发
起征集危险水域，并为其安装警
示牌的活动后，受到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目前，该活动正在向
全社会招募爱心劝泳志愿者，从
本周末起至暑假结束，在重点危
险水域巡逻，劝阻下水游泳者，

织起一道道安全防护网（详见今
日本报09版）。从某种层面上来
说，这样的补救措施，是在为防
灾演练没有形成课程化、日常化
在“打补丁”，同时也给了校园安
全教育善意的提醒。

需要指出的是，在安全教育
方面，地震多发的日本很值得我
们学习。日本从小学一年级就
开设了相关课程，中小学校每学
期都组织各种各样的防灾演习。
日本幼儿园几乎每个月都有避
难训练。有专家因此建议，“防
灾”“交规”和“急救”都应该被纳
入义务教育必考科目。这样的
建议，之前被不少人认为是小题
大做，可面对8名小学生溺亡的
悲剧，我们真的需要全社会一起
来努力，真正把“安全”二字写进
青少年内心深处，刻在骨子里。

只有真正地将自我保护意
识灌输给每个学生，才能避免悲
剧再一次发生。

日本从小学一年级就开设了相关课程，中小学校每学期都组织各种各样的防灾演习。日本幼儿园几乎每个月都有避难训练。
有专家因此建议，“防灾”“交规”和“急救”都应该被纳入义务教育必考科目。这样的建议，之前被不少人认为是小题大做，可面对8
名小学生溺亡的悲剧，我们真的需要全社会一起来努力，真正把“安全”二字写进青少年内心深处，刻在骨子里。

“拍一拍”，拍出了什么回响？

8名小学生溺亡：安全教育依然有欠缺

□ 丰收
父母给付子女的经济帮助，

是理所当然的赠与，还是一种借
贷？近日，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
区法院对一起老人向子女索要经
济帮助的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
判决被告段某给其岳父岳母借款
本金11.1万元。

现实中，不少父母会给予成
年子女一定的经济帮助，如子女
买房时资金不够，父母会从积蓄
中拿出部分钱帮孩子实现“安居
梦”。又如，一些成年子女生活陷
入困顿，父母不忍心孩子受穷，也
会进行经济帮助。

6月21日是父亲节，很多成
年子女在这天会感谢父亲给予
自己的帮助，包括经济帮助。父
母和子女之间是血浓于水的关
系，父母一般不会主动索回给予
子女的经济帮助，有的子女会还
父母钱，有的则不会还钱，但引
发的纠纷并不多。

不过，大庆市高新区法院的
上述判案显示，父母经济帮助成年
子女也可能引发纠纷，甚至升级为
法律诉讼。此案中，老人的女儿在
世时从父母处拿钱，女儿去世后父
母向女婿索钱，这是比较特殊的情
况，更多的是父母与子女因关系恶
化引发的纠纷或诉讼。

所以，对于父母经济上帮助
成年子女应有理性认识。一方
面，法律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
和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抚养义
务，对已成年且能够独立生活的
子女，父母没有法定抚养义务。
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会支持父母
的正当诉求。虽然父母经济帮助
成年子女大多没有契约，或者说
未明确是借款还是赠与，但如果
父母有证据证明存在借贷关系，
法院就会支持父母拿回本就属于
自己的钱。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庆市高
新区法院的上述判案具有积极的
普法意义。虽然父母与子女属于
亲情关系，这种关系一般不会破
裂，但也会因为各种特殊原因而
破裂，我们只有意识到父母与子
女在血缘关系之外还可能存在法
律纠纷，才能避免父母与子女的
关系因为“钱”而出现恶化。

不少人认为父母在经济上帮
助成年子女理所当然，是父母对
子女应尽义务的延伸，这是一种
传统的、没有现代法律意识的观
念。虽然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但

“啃老”终归不是好现象，一些地
方已立法明确禁止“啃老”。

我们应当从思想观念上纠正
“啃老”现象。有人认为，父母从
经济上帮助成年子女是理所当
然，这其实是“啃老”观念在作怪，
即认为“啃老”是正常现象。实质
上，“啃老”既增加父母经济负担，
也让子女容易养成懒惰习惯。

需要认识到，父母与子女在
某些方面也是甲方乙方的法律
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涉及钱的
问题，最好也能立字据作为凭
证，这么做虽然一些人不太容易
接受，但这是减少纠纷的好办
法。同时，这也有助于我们成为
诚实守信的社会人。

“子女偿还父母钱”
判案的普法价值

喝酒技术要提高，基地培训出妙招。
如此人才堪何用，涉嫌违规不可靠。

绘画 王成喜 配诗 王继洋

最近有不少南宁市民在南宁市区内看到不少关于
“喝酒技术人才培训”的招牌，感到有些匪夷所思，什么时
候这喝酒也能跟人才培训挂上钩了？记者在南宁市秀灵
路69号找到了“南宁市喝酒技术培训基地”的招牌。而
律师称：各种或真或假的喝酒培训组织，一定是不靠谱
的，甚至已经涉嫌违法或违规。据6月22日《柳州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