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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一些爱心人士与企业会自发设立“爱

心冰柜”为户外工作者送上免费冷饮。暖心故事上

演：外卖小哥喝完一瓶水后，隔天悄悄补上一箱；市民

特意驱车送来五箱饮品……善意如同涟漪，在人群中

层层扩散。但近日，一些不文明现象被曝光：某地“爱

心冰柜”连续三天凌晨遭同一男子搬空；爱心商户拍

视频痛斥有人贪婪地将冷饮塞满袋子带走……这些

行为，让“爱心冰柜”成了映照城市文明的一面镜子。

“爱心冰柜”遵循按需取用原则，本质上是一种对

特定人群的善意关怀。然而，那些贪小便宜者却以

“不拿白不拿”的行为，践踏了爱心人士的善意。这种

行为并非缘于物质匮乏，而是精神世界的贫瘠。当有

人将本为特定人群提供的关怀，当作随意掠夺的“战

利品”，其背后扭曲的价值观，远比几瓶饮料的损失更

令人担忧。

面对这样的问题，有人提议通过扫码限领、专人

值守等方式加强管理。但这样做，无疑会让原本简单

纯粹的公益变得烦琐复杂，并加重管理负担，让原本

温暖的“举手之劳”变得难以为继。一家公园曾有匪

夷所思的一幕，湖边一个救生圈被铁链条缠在栏杆

上，并配有一把挂锁。原来此前救生圈一直被盗，园

方不得已采取“假锁”障眼法，实则可解下来。这背后

令人深思的，正是公益的两难困境：过度限制会违背

善意初衷，放任不管又会导致公益受创。

当善意缺乏维护，“假锁”无疑是一种折中方法。

“爱心冰柜”同样需要一把“假锁”，便是人们心中无形

的自律之锁。冰柜的温度可以随意调节，但城市文明

的温度，却需要全社会共同呵护。这不仅是对个人道

德的考验，更是对整个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叩问。只

有当每个人在无人监督时都能依然坚守自律，我们才

能真正触摸到现代文明的温度。

令人欣慰的是，在这场爱心接力中，贪婪索取的人

只是少数，更多人选择用行动传递温暖。那个曝光不

文明行为的商户，很快就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物资

捐赠。虽说从善如登，但爱心的力量却有着强大的感

染力。当唾手可得的爱心馈赠与克制的文明自律达成

共振时，这或许比冰柜里的解暑饮料更让人回味无穷。

爱心冰柜需要一把自律之锁
【文/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丁文佳】

时值暑假，“考后经济”正爆发式增长。有数据显

示，从高考结束到志愿填报这段时间，高中毕业生旅

游出行预订热度比去年激增137%。手机、平板、电

脑组成的“考后三件套”成为标配，毕业生正掀起一股

青春洋溢的消费狂欢。

毕竟十年苦读，学生渴望一次酣畅淋漓的压力释

放。通过消费补偿自己，既是对拼搏岁月的回望，也

是对未来前程的憧憬。补齐电子装备、考驾照、完成

牙齿矫正等消费，仿佛是一场身份过渡仪式，慢慢勾

勒出“大人的样子”。

然而社媒上的一则“吐槽”却触动了许多网友，一

位高考生表示愿望清单都拉好了，可发现母亲拿不出

闲钱1万元来资助自己，“以前我妈对我是有求必应

的，哎，真的有点崩溃”。

先别急着指责“巨婴心态”，事实上许多“00

后”在物质相对丰富的环境中成长，消费观念主要

来源于互联网和同龄人圈子，对家庭财务状况的认

知常常存在偏差。今年5月的一份调查显示，18到

22岁年轻人群体中，有79%的人无法准确估计日

常生活中各项商品和服务的合理价格区间。有些

家长为了让孩子安心学习，避免额外心理负担，往

往隐瞒家庭经济情况，而这些可能在考后消费中

“埋雷”。

因此对于广大高中毕业生而言，暑假不仅是游玩

的好时光，也是完成认知蜕变的机遇期。从书本和课

堂走向家庭，从予取予求转向量力而行，填补缺失的

财务认知，进而建立起积极的消费观。面对铺天盖地

的消费信息和营销炒作，毕业生要学会保持独立的判

断力，莫要被“不整容就输在起跑线”之类的焦虑营销

带偏了节奏，成为信息差下的“韭菜”，也别被所谓“三

件套”的仪式感绑架，陷入盲目消费或攀比心理的陷

阱。

做到顾家与持己、实现消费自理，是年轻人学

着担责任的关键一步。充分考虑家庭经济状况，明

确需要和想要的界限，列出刚需清单，都有助于完

成一次合情合理的“考后消费”规划。四川一位考

生就与同学发起“城市探索计划”，用3天时间打卡

本地免费博物馆、公园和老街区，人均花费不足

200元，并通过制作Vlog，在社交账号获得大量关

注。理性且多元的考后消费，令学生在过程中体验

成长与快乐，同时找到作为独立消费者的社会坐

标。

站在家长角度，往往把考后消费看作对孩子多年

辛劳的补偿，或是一次家庭和解。但比起无原则地满

足孩子所有要求，不妨与孩子共同规划考后消费，在

充分尊重孩子意见和考虑家庭实际情况中找到平衡

点，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例如北京某毕业班

的多个家庭在考后召开了财务会议，听取孩子们的建

议后，设定考后消费上限，并划分了必要物品、旅行、

应急备用金的用度。这样的形式实现了同学之间消

费观的良性交流，避免了攀比心理。

人们把高考当作孩子的成人礼，考后消费何尝不

是另一场成人礼。成长并不在于消费的结果，不源于

物质的堆砌，而是来自消费过程中的独立与责任。若

能从考后消费中获得快乐和感悟，那么面对未来的青

春赛道，将有一个更好的起点。

认知蜕变，从考后消费开始
【文/青年报·青春上海评论员 张逸麟】

同时照顾16个外甥是什么样的体验？

重庆舅舅龚玲军，人称“宇宙舅舅”，这个夏天又

迎来了一年中家里最热闹的时光。16个外甥如同

归巢的雏鸟，从四面八方拥入这个家。今年暑假，这

支“童子军”规模再次扩大——新增两名重外甥成

员。

一边是现实版“家有外甥”喜气洋洋、其乐融融，

一边是越来越多年轻人“过年不走亲戚”，执着于“断

亲”。这种真实的人间百态，让人不由细思：难道亲情

真的如评论区所说，成了“四室两厅”才能拥有的奢侈

品吗？

歌手周杰伦在《外婆》里唱：“她要的是陪伴，而不

是六百块，比你给的还简单。”这话其实是每一个年轻

人的心声。所谓“断亲”，并非年轻人不要亲情，而是

疏于与非直系亲属的表面往来。他们“断”的是长辈

攀比的谈资、是充满偏见的打压和轻视，想要的是能

一起做饭、一起疯闹、一起欢笑的真实陪伴。

现在的年轻人不是不想要亲情，反而渴望拥有相

互体恤、相互尊重的家庭氛围——在外漂泊时能停靠

的温暖港湾、受伤时能依靠的坚实后盾。

当然，这种纯粹的亲缘互助也有现实困境。每日

千元开销、六万元的暑假总支出，舅舅、舅妈在菜市场

和厨房之间的奔波，都是“甜蜜的负担”。但正如网友

评价：“人这一生能记住的，从来不是花了多少钱，而

是那些热热闹闹活过的夏天。”

当大家经常只是在“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冒

个泡时，实体空间里的真实拥抱更显珍贵。龚家用短

视频记录成长，也让传统家族文化在数字时代获得新

表达。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恰恰证明了亲情的核

心从未改变——它需要包容、体谅和温柔以待，是相

亲相爱、向上向善的共建共享。

家庭是多元化的体系，需要不同成员以各自的方

式参与。龚家的二姐资助孩子们考驾照，祖辈也会无

偿协助带娃，这些“亲缘互助”的细节都在诉说：暑期

不仅是孩子亲近自然的机会，更是全家共同创造记忆

的时光。或许，这才是对抗“断亲”的良药——不是刻

意维系形式，而是让亲情自然生长在每一个共同度过

的夏天里。

当断亲的年轻人遇见“宇宙舅舅”，会怎样？
【文/青年报·青春上海评论员 陈嘉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