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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巷人家》带火秀水街的启示
王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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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世相

“为轮椅女孩安装电梯”
有温度的教育实现善意循环
杨朝清

街谈巷议

坚决不能让“死亡游戏”
在校园死灰复燃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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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晚8时，年代生活情感
大剧《小巷人家》登陆湖南卫视与芒果
TV。开播首日，这个充满生活烟火味
的故事就打动了很多观众。据悉，《小
巷人家》整体拍摄周期为111天，“在
宁波拍摄的戏份占99%”。

10月31日《宁波晚报》

《小巷人家》改编自大米的同名
小说，电视剧主要围绕上世纪 70 年
代末同住在苏州棉纺厂家属区一条
小巷里的庄、林两个家庭展开，情节
跌宕起伏，烟火味十足。相信，随着
剧情的展开，必定会吸引越来越多
的观众。

相关数据显示，《小巷人家》首日
播出后，收视率一路飚红，拿下多个平
台的第一。因而笔者乐观地期待，随着
电视剧的走红，秀水街也将为众多观
众所熟知，甚至有可能成为各地游客
的打卡热门地。

这些年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一座
山、一条里弄、一座楼的还少吗？如《嫌
疑人X的献身》带火了哈尔滨香坊区，

《少年的你》带火了重庆市渝中区魁星
楼，《都挺好》带火了苏州同德里弄堂，

《狂飙》带火了广东江门市，这类例子
太多了，举不胜举。社交媒体平台的讨
论和扎扎实实的旅游数据都显示，热
播影视剧正在无形中承担起塑造“明
星城市”的职责。

由此，笔者期待《小巷人家》带火
秀水街的同时，也能带火宁波这座城。

同时，笔者也希望正在对秀水街

历史文化街区进行规划改造的相关部
门有所思考：《小巷人家》取材于苏州，
为什么不在苏州的街区、里弄拍摄，偏
偏要选择宁波的秀水街？苏州是国内
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难道找不出一
条具有年代感的历史街区作为外景
地？也许这些年苏州旧城改造的力度
太大，保留下来的老街太少了，即便保
留下来也已面目全非了。

《小巷人家》剧组最终选择来宁波
拍摄，是因为宁波保留了相当比例的
有江浙特色的建筑群落，十分贴合原
著中的地点设定。其突出代表当推秀
水街历史文化街区，它完整地保留了
街巷风貌和古宅民居，所以让导演一
下子就有了落地还原的真切感。

这是秀水街的幸运，也是宁波的
荣幸。

在对秀水街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改
造时，上述职能部门是否能从中得到
一点启发呢？譬如不要大拆大建，弄出
一堆仿古建筑？譬如不要迁走全部的
原住民，留住一点烟火味？譬如不要建
成商业一条街，尽可能保存原有的文
化印记？也可以对已公布的规划方案
做些调整，增加一些剧情元素，譬如将
用来作为林、庄两家的民居打造成网
红景点，甚至可以把剧中用到的小道
具、小摆设，如广告、缝纫机、自行车、
黑白电视机等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作
为导游的讲解素材，凡此种种，可以做
很多文章。

泼天的流量已经在路上，相关部
门准备好了吗？

去年9月1日，金华“轮椅女孩”
徐天仪考入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在
宁大外国语学院校友理事会和热心校
友的建言献策和积极推动下，“共建爱
心电梯，同筑温暖外院”倡议书发出。
短短 25 天，54 位校友合计捐赠
448688元善款，为“爱心电梯”建设提
供了资金保障，今年10月底电梯顺利
落成。 11月3日《宁波晚报》

与健全人士相比，残障人士的求
学之路更为不易与艰辛；残障人士进
入大学校园求学甚至读研读博，既有
他们自身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因素，
也离不开“有温度的教育”。营造无障
碍环境不仅要满足残障人士衣食住行
等基本生活需要，也要延伸至教育、公
共服务等领域；让残障人士“有爱无
碍”，享受到更便利的生活，体现了一
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公益不是少数人的竭尽全力，而是
多数人的力所能及。懂得体谅和成全，
将“弱势补偿”的制度善意和人文关怀
融入细节之中，“为轮椅女孩安装电梯”
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有爱无碍”的理念。
不论是学校在学生公寓一楼为“轮椅女
孩”及其母亲提供专用宿舍，还是市民

无偿赠送电动爬楼轮椅，抑或是校友为
其积极联系外骨骼机器人供应商，“为
轮椅女孩安装电梯”的背后，关爱和呵
护残障学生的细节还有很多。

教育关系社会流动，残障学生同
样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同在蓝
天下，携手向未来，“为轮椅女孩安装
电梯”不仅让残障学生从中获益，对其
他学生来说，也是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说到底，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
和关爱服务体系，不仅需要“制度之
爱”，也离不开公众参与。

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增进残疾人
民生福祉，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
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支持和鼓
励残疾人实现人生突破，让残疾人的

“自我救赎”与他人的“温柔相待”实现
美好相遇，“为轮椅女孩安装电梯”用

“有温度的教育”照亮和温暖了残障学
生前行的道路，点亮了他们的希望之灯。

“为轮椅女孩安装电梯”不仅切实
便利了残障学生和其他行动不便的师
生，也为他们提供了精神滋养。学校愿
意尊重和善待每一位学生，在校学生
和校友懂得感恩与反哺，不论社会如
何变迁，“有温度的教育”不仅会形成
善意循环，也永不过时。

近日，湖南益阳，有学生家长表
示，一种“死亡游戏”流行校园。该
游戏被称为“梦回大唐”或“死亡三
秒”。其孩子在游戏后迅速晕倒，并
曾发出尖叫，伴随满脸冷汗，直到第
二天还感觉头痛头晕。网上也有一
些学校发布的提醒，告诫家长和老
师注意，严禁学生玩此游戏。

11月3日澎湃新闻

这种近期引起国内部分学校和
家长高度警惕的游戏，被称为“梦回
大唐”，听上去似乎还挺浪漫，然而
它还有一个更加直接、惊悚的名字：

“死亡三秒”或“死亡游戏”。根据媒
体的报道，这种“死亡游戏”，最早源
于东南亚及我国港台地区的青少年
当中，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传入我
国，在内地和沿海城市的少数中小
学和大学校园传播。

由于这种游戏通过压迫心脏、
抑制呼吸等方式，让人在短时间内
感受到先窒息后“复活”的“生死体
验”，在感官上具有强烈的刺激性，
所以受到了部分青少年的追捧和模
仿。很多青少年，错误地认为这不
过是一种“假死”，没有什么危险性，
所以轻易尝试。然而，“死亡游戏”
压迫心脏、抑制呼吸导致回心血量
减少，大脑的血液和氧气相应减少，
严重者导致意识丧失、全身脏器功
能停止等，直接危及生命。即便侥
幸没有发生生命危险，过后也可能
留下后遗症，影响智力发育，严重损
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根据媒体的报道，此前国内已
经发生过多起青少年因为贸然参与

“死亡游戏”，导致死亡或受伤的事
件。而教育部也曾经在多年前，就

“死亡游戏”在国内的盛行发过通
知，坚决制止“死亡游戏”等不良游
戏在国内的传播和蔓延。无论从哪
个角度来说，这都是一种危险系数
极高，同时又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游戏，而时隔多年以后，它重新在国
内部分学校和青少年当中出现，无
疑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坚决不能让“死亡游戏”在国内
的青少年当中死灰复燃。而要做到
这一点，就必须坚持“标本兼治”。
从治标的角度来看，当老师和家长
发现孩子对这方面的内容感兴趣，
包括进行询问，或者是主动聊起这
个话题，一定要高度警惕，坚决制止
孩子参与或尝试。同时，教育部门、
学校，可以通过举办主题班会、教育
警示会等方式，告诉青少年这种游
戏的危险性、危害性，引导他们远离

“死亡游戏”。
而从治本的角度来看，教育部

门和学校，当然也包括家长乃至整
个社会，都要继续加强对孩子的生
命教育，告诉孩子尊重生命，敬畏生
命，从而才能远离危及生命的各种
情况，尤其是这种既没有什么积极
意义，同时还可能剥夺人生命的“死
亡游戏”。这样一来，青少年才能保
证自己远离危险的“死亡游戏”，也
能够规劝或保护身边的同学朋友，
远离这样的“死亡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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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也成为了现在公
共场所必备的一款救生工具。但就是这样关键时刻能救命的产品，竟然
也有假货。记者根据群众反映的线索，在多个视频平台和网站上查询发
现，这些产品的宣传图片五花八门，其价格更是相差悬殊，最高的近50
元，最低的竟然只要5.8元。 11月4日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