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段时间以来，一款名为《王者荣耀》的游戏
风靡全国。记者走访滨州几所中小学校，老师告诉
记者，平时课间休息时，听学生谈论的话题大多是
关于《王者荣耀》，学生非常沉迷，这款游戏对孩子
的影响确实很大。

作为一款游戏，《王者荣耀》的开发和设计好
像是成功的。数据显示，该游戏注册用户破2亿，超

过A股股东；刚上线的赵云皮肤一天就卖了1 . 5个
亿；《金融时报》6月26日报道，《王者荣耀》第一季
度收入60亿元，为全球营收最高的游戏。

然而，赚钱赚眼球赚人气的游戏，也有令人忧
心的另一面。据报道，目前全国有3600万中小学生
在玩《王者荣耀》，有的孩子因为沉迷游戏，学习一
落千丈，随意盗刷家长的银行卡；有尖子生因手机
被没收从4楼跳下，苏醒后第一件事是要求打“王
者”；小学生们玩的“牙签弩”杀伤力极强，而其流
行也源于“王者”，等等。

商家“盘满钵满”，家长忧心忡忡。可见，对于
《王者荣耀》开发者设计者来说，仅仅用赚钱来衡
量是否成功是不够的。在笔者看来，面对众多的消
费者尤其是孩子，手游商家应当有一定的社会责
任心，肩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把社会效益放到重

要位置，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必须看到，《王者荣耀》这样的手游，属于一种

文化产品。在我国，文化产品具有经济属性，但社
会效益始终是文化产品的第一特征。当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发生矛盾时，经
济效益必须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必须服从社
会价值，这是手游等文化产品必须遵循的铁律。在
这个意义上，手游可以赚钱，但必须以社会效益为
第一追求，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能沾满了铜臭
气，越是面对市场诱惑，越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

现实中，《王者荣耀》这样的手游，对未成年人
来说如毒品一样会上瘾且难以自拔，一些惨痛教
训已经证明。同时，“李白变刺客”“荆轲变女人”，
游戏对历史人物进行重新设定，是篡改历史、亵渎

英雄，是误人子弟，其充满的暴力、不文明等因子，
也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等。这些都不符合社会效
益第一的要求，必须警惕和加以改进。

显然，腾讯注意到了社会各界的指责和批评。
7月4日起，腾讯以《王者荣耀》为试点，推出被称为
史上最严防沉迷措施：限制未成年人每天登录时
长、升级成长守护平台、强化实名认证体系。这一
做法，是对社会呼吁的回应，也体现了自身的责任
意识。然而，一家企业做法代表不了行业规则，企
业自律也代替不了行业监管。手游业作为新事物，
急需有关方面出台详细的监管办法，划定一些“硬
杠杠”，明确体现社会效益第一的要求，实现政策
监管、企业责任、家庭教育及社会各界的良性互
动，确保手游业良性发展，让游戏成为孩子健康成
长的好途径。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上海地铁上有一年轻男
子以上班太累为由，拒绝给抱小孩的妇女让座，还
抢夺乘客用来拍摄的手机。随后，该男子回应称，
原本是想让座的，但乘客再三指责让他很气愤，因
此赌气不让。（7月5日澎湃新闻网）

因为太累不愿意让座，或者让座的行为来得
迟了些，结果遭遇“道德绑架”，导致简单的事情复
杂化，这让人遗憾。让座争议一直不断在“更新”版
本，却了无新意，归结起来多数是在“强迫让座”，在
搞“道德绑架”。其实，倡导让座不是绑架让座，不是
逼迫人家让座。让座的一个前提不要忘记了，即要
遵守“自愿”原则；换言之，不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之
上的让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让座。

倡导让座，这是相当必要的，我们要为老弱病
残孕妇带小孩子的让个座，这是优良传统，是要弘
扬的，是不能丢弃的，因为这些人的确需要帮助。
但与此同时，如果对方实在不让座，也应该给予原
谅，尊重他们的权利。毕竟人家买了票，人家有自
己坐的权利。让座是崇高的，但不让座却未必就是
渺小，别对不让座行为带着有色眼镜看。从某种意
义上说，尊重不让座也是社会文明的体现。

让座是一种文明行为，只能用倡导的方式，却
不能用不文明甚至违法的方式强迫别人让座。注
意，凡是非自愿的让座行为都是需要警惕的。

一边开着空调，一边打开窗户透气；长明灯，
长流水，还有大白天亮着路灯的；下班不关电脑
的；会场留下无数只喝了几口的瓶装水……这些
浪费水电的现象屡见不鲜。

“钱不用你掏，债得由你还。”不管是水、电的
形成，还是其运输、贮存，看似普通常见，但其背后
有着巨大人力、物力的支撑，对自然资源是巨大的
消耗。生态破坏了，环境恶化了，你我都是受害者。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
我国人均资源较少的现实选择。我们要从自身做
起，珍惜每一滴水、节约每一度电。除了以自己良
好的行为来影响引导身边人，还要对那些浪费水
电的行为，敢于批评，及时制止，从而使更多的人
养成节水节电的好习惯。这样，我们的空气才会更
加洁净，我们的环境才会更加宜人。

（7月4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漫画 唐春成）

拥有一家成熟企业成为千万富翁，是很多
创业青年追逐的梦想。可在江苏常州金坛的“90
后”大学生程军，为了自己的音乐梦，在得知父
母为让他接班，把家族企业“擅自”过户到其名
下后，将父母告上法庭，拒接超千万的产业。日
前，金坛法院一审判决，宣告这起家族企业转让
协议无效。（7月5日《扬子晚报》）

为了交班而打起父子官司的只是少数，但
是子女不愿意接班家族企业却是普遍现象。
2015年发布的《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报告》显示，
明确表示愿意接班的二代仅占调查样本的
40%，15%的二代明确表示不愿意接班，另有
45%的二代对于接班的态度尚不明确。

许多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子女能够接手家族
企业，希望能够继承壮大自己通过多年奋斗所
获得的来之不易的企业资产。不过，接班企业不
是简单财产的代际传承，“子承父业”家庭要求
与终身职业的选择之间常常存在矛盾，如同孩
子考大学志愿填报一样，必然面临着意愿、理想
的冲突。比如本案，孩子因为“音乐梦”，有自身
追求的价值导向，不想从事父母的行业，这并没
有什么不对。“人各有志”，子拒父业顺理成章。
站在子女发展的角度，只要他有梦想、有追求，
他们的选择理应得尊重，可以相信他们通过自
主创业，也会创造另一番天地。

事实上，抱有类似想法的“富二代”并不在

少数，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接手家族企业，在于他
们的视野、追求、理念、方式，与父辈传统的价值
追求和行为方式有很大差异甚至是分歧。理性
地看，这种差异与分歧，不过是时代发展造就的

“历史差”而已。每个时代都有自身的追求，子拒
父业未必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强扭的瓜不甜”。不愿接班而最后不得不
接班，很有可能因为动力缺失，最终导致企业的
没落，可谓得不偿失。事实上，除了意愿之外，子
承父业还面临着企业经营把控能力的短板，许
多企业最终倒在了接班的问题上，正所谓“富不
过三代”，这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普遍规律。这当
中，既有客观上产业发展的兴衰规律，左右着企
业的兴亡，也有家族传承式选才与生俱来的短
板，毕竟家庭内部就区区几个人，挑选和培养出
能够掌控财富和市场的杰出经营人才概率实在
太低，这也意味着子承父业具有可以预见的风
险。

子承父业不是民企接班的最优选择，也面
临着“子拒父业”的意愿瓶颈。因此，许多面临交
班的民企，还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放弃固有的
传统观念，也不妨借鉴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经
营方式，对自身的产业资本结构与经营体系加
以改造。比如，可通过股份制推动企业的社会
化，引入职业经理人机制，稳妥解决好资产保值
与接班人选的矛盾，这不失为更好的方案。

作 者/ 唐春成

72岁的彭大爷到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看病后，
因为不愿意在医院药房拿药，结果遭遇医生拒绝
出具处方。在向自贡市卫计委和自贡市自流井区
消协反映投诉仍然没能得到处方后，彭大爷向法
院起诉了医院。最近，当地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
令自贡第四医院向彭大爷出具诊疗处方，并赔偿
因此产生的交通费10元整。（7月5日人民网）

当前，尽管国家卫计委等部门反复强调医药
分开，规定患者有拿着处方到外面药店购药的权
利，各地也陆续出台了促进处方外流的诸多举措，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诊疗当中，多种截留处方
的做法仍层出不穷。有的以电子化办公为名，只开
具电子处方，且电子处方只能在医院内网流动，患
者拿不到纸质处方，当然就无法到外面买药；有的
以安全为由相威胁，只要患者到外面买药，就扬言
一切后果自负，迫使患者在医院买药。

在这起案件中，医生阻止处方外流的做法更
直接，也更普遍。这位老人选择与医院打一场官
司，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的做法其实都是正当
的。患者交钱看病，处方本来就应该属于患者，到
哪里买药，也是患者的权利，医生拒绝出具处方，
是对患者权利的侵犯。假如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和
消费者协会能够早一点意识到这一点，医患双方
就不会为了争夺一张处方而闹上法庭了。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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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拒父业”现象

需要宽容看待
□ 房清江

倡导让座

不能偏离“自愿”原则
□ 王军荣

索要处方

是患者正当权益
□ 罗志华

网络游戏不能只为了钱
□ 孙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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