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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某知名咖啡品牌的
门店员工连续与顾客发生两起
冲突，这让“咖啡生活”成为热
议话题。

装修优雅的咖啡店里，排
队的顾客喋喋不休， 年轻女店
员手忙脚乱，最终，双方从言语
冲突发展到情绪失控、 激烈对
抗， 年轻女店员抓起桌上的咖
啡粉泼到顾客脸上……这样的
事情， 如果发生在吵吵闹闹的
早餐店或夜市摊， 或许不会引
发舆论的轩然大波，然而，却是
发生在大都市中“摩登”的咖啡
店里， 让人产生一种恍若隔世
的迷离错乱之感。

一杯咖啡， 以前是代表优
越感的身份符号， 如今却成为
打工人辛酸生活的引爆点。“一
粒沙里看世界， 半瓣花下识人
情”， 围绕一杯咖啡产生的变

化，折射出了时代的变迁，也折
射出了不同群体对生活场景的
追求和理解正在发生着越来越
大的变化。

一方面，咖啡和咖啡馆的普
及代表着全球化风潮的无孔不
入， 更代表着曾经高高在上的
西式餐饮早已市井化。 如今，不
管是大都市还是小县城， 年轻
打工者手持一杯咖啡或奶茶匆
匆赶路的镜头，再寻常不过。 而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磁带里
播放的流行歌曲“美酒加咖
啡”， 曾经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无论如何，林立街头、喧闹声不
绝于耳的咖啡店的普及， 是一
种社会进步， 是改革开放惠及
普通人的一个鲜明注脚。

另一方面，曾经代表优越、
精致生活的咖啡店里屡屡发生
言语冲突， 甚至爆发“手泼顾
客”的冲突，另当别论。 面对越
来越“卷”的餐饮市场竞争，面
对越来越“挑剔”的顾客
服务诉求， 无论如何，怎
么可以泼顾客一脸的咖
啡粉呢？

其背后的逻辑， 也许

是咖啡店员工工作辛苦的压力
和顾客急着上班打卡的焦躁情
绪一起燃爆了这场不该发生的
冲突。

有些人简单地将之解释为
“底层社会的戾气”，着实有些武
断。 不过，将之解释为上班族的
焦虑，并不为过。 咖啡店为了生
存与竞争，已经把服务成本降到
了店员可以承受的极限。 同样，

“996”的上班节奏，也会成为压
跨咖啡店顾客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是快节奏城镇化生活带给我
们的反思。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卓别林
主演的电影《摩登时代》里，那些
人们为了生活苦苦挣扎的滑稽
镜头，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看起
来是不是并非那么可笑呢？

无论如何，还是得让咖啡店
和喝咖啡的人优雅起来，回到该
有的样子。 你说对不对？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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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的变迁
□于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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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相信别人，但不可以指望别人。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不是无欲无求，

而是惜福、造福。
●生活的最高境界是宽容，相处的最高

境界是尊重。
●与其悲观看福，不如乐观看祸。
●失败不可耻，失志才可悲。
●忍得住孤独， 但别忘了敞开胸襟；经

得起失败，但别忘了重新把握机会。
●人生之中， 能将你击垮的并不是压

力，而是你承受压力的方法。
●为人处事靠自己，背后评说由他人。
●能让你走得更高、更远的是友善与勤

奋，而不是智力。
●乐观的人能够看见问题后面的机会，

悲观的人只能看见机会后面的问题。
●不喜欢和未知握手的人，无知就会和

他拥抱。
●要想活得不累，就得少去攀比；要想

活得不烦，就得少去计较。
●如果有来生，我要当条被子，不是躺

在床上，就是晒太阳。
●智慧是穿不皱的衣裳，知识是取不尽

的宝藏。
●幸福的最大障碍就是对幸福的奢望

太多。
●杂草多的地方粮食少，废话多的地方

智慧贫。
●马在松软的道路上易失蹄，人在甜言

蜜语中易摔跤。
●如今你加的班，是还当年逃课的债。
●太阳的高尚是把光明与月亮分享，月

亮的睿智是把余晖与星星共享。
●真正的耳聪是能听到心声，真正的目

明是能透视心灵。
●缺乏智慧的灵魂是僵死的幽灵，缺乏

智慧的头脑是没有芯的灯笼。
●黑夜转弯就是白天，忧伤转弯就是快乐。
●志者不以得失移志，智者不以顺逆转念。
●幸福需要感觉，而不可以比较；生活

需要经营，而不可以计较。
●与其晚失败，不如早失败；与其早成

功，不如晚成功。
●写好一个“人”，需要两笔；做好一个

人，需要一辈子。
●天才朴实无华，小才华而不实；大成

者谦逊平和，小成者不可一世。
●老死在马厩里的千里马，大都在固执

地等待伯乐。
●简单的人活得年轻，世故的人活得苍老。
●行动是治愈恐惧的良药，犹豫是滋生

懦弱的温床。
●勤奋是智慧的双胞胎，懒惰是愚蠢的

亲兄弟。
●欲望就是跑步机， 不管你如何努力，

它都不能带你前行。
●失败时有一双手为你擦泪，好过成功

时无数双手为你鼓掌。
●既然没有翅膀，就别总用天空折磨自己。
●短处不可遮掩， 遮掩了便永远是短

处；长处不可夸张，夸张了便不再是长处。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编

著的《精粹语言汇编》

酒店入住、 手机支付……
当前， 人脸识别技术被应用到
众多场景中， 其中不乏强制要
求录入信息的情况。

越来越多的场景， 以智能
服务为由，将“刷脸”作为身份
核验的唯一方式。 不“刷脸”，有
些场所就进不去， 有些事情就

没法办，有些服务就享受不了。
“刷脸” 作为一种身份识别

技术， 因其便捷性和准确性，被
普遍当作身份验证方式，但也因
滥用而衍生出诸多问题。 在“刷
脸”时，用户的个人信息被各类
商家、运营商采集并储存，他们
的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和防泄露

水平如何，需要打一个大
大的问号。

“刷脸”，这项本该用
于安全防护的技术，现在
却让人们越来越没有安

全感了。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犯
罪分子利用 AI 换脸技术， 实施
犯罪活动。 眼见不一定为实，有
图不一定有真相，这给社会治理
带来了新的挑战。

人脸识别作为一项技术，本
身并无善恶之分，关键在于如何
管好使用它的人。 如果因为一些
争议和风险而排斥“刷脸”，无异
于因噎废食。 当我们将每一个风
险点都作为技术进步与社会治
理完善的契机时，技术恐慌或许
就能少一点了。 ①2

“刷脸”技术不能滥用
□于晴

《法治日报》 调查发现，一
些商家开始“瞄准”低龄儿童口
腔市场，在很多城市里,儿童口
腔连锁诊所随处可见。 在这些
儿童口腔诊所里， 低龄儿童牙
齿矫治日益流行， 甚至有诊所
建议一岁半的儿童佩戴牙套，
声称“牙颌畸形越早治疗，花费
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越低， 长大
后基本不复发”。

牙齿矫治低龄化趋势，形
成已有一段时间。 从客观上来
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父母
越来越舍得为孩子花钱， 加之

愈演愈烈的“颜值焦虑”，很多
家长对牙齿等与孩子颜值相关
的细节更为关注， 从而表现出
非常迫切的干预愿望。

不过， 牙齿矫治作为一种
医疗行为， 归根结底还是要尊
重科学，如果一味追求“矫治要
趁早”，不仅可能达不到矫治的
效果， 还可能对孩子正常发育
造成不良影响。 专业人士
指出， 牙齿矫治对孩子的
年龄是有一定要求的，并
不是“越早越好”，也不是

“越贵越好”。 然而， 由于

家长“关心则乱”，加上一些儿童
口腔连锁诊所在营销上推波助
澜， 很容易加剧家长的焦虑，出
现过早矫治、 过度矫治的情况。
面对这样一种“风气”，家长们需
要有更多的理性思维。 正如专家
所强调的， 与牙齿矫治相比，更
需要“矫治”的是家长对孩子的

“牙齿问题焦虑”。 ①2

这些家长需要“矫治”心态
□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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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告
诫广大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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