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郭元鹏
前两天，南京一个小男孩打电

话到中华门派出所报警，称他是某
小学的学生，他的妈妈乱翻他的东
西，要警察叔叔到场帮忙。孩子说：

“警察叔叔，我妈妈经常乱翻我的
书包，我觉得这是不好的行为，希
望警察叔叔跟我妈妈讲讲，让她
以后别再翻我书包了！”在民警的
说服教育后，王女士表示以后会多
关心孩子，多与孩子沟通。

（5 月 28 日《扬子晚报》）
妈妈喜欢翻书包，这几乎成了一

个普遍的现象。无需置疑的是，妈
妈的翻书包是一种爱，生怕孩子犯了
错。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妈妈的行为
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但是，就“妈
妈翻书包小学生报警”这件事情来看，
很难说谁绝对的对，谁绝对的错。这
需要多重拷问。

如果仅仅从尊重人权的角度来评
论这事的话，我想很多人会为孩子的

举动叫好，认为这样的行为是权益意
识的觉醒。无论是谁，只要侵犯了权
益，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放过。只不
过，我们看问题不能抛开环境因素。
比如，国外的孩子是有维权意识，但
是这也是与水土有关系的，与观念和
社会环境有关系。

孩子还小，没有自控能力。如果
没家长约束，他们成为一个个让人讨
厌的熊孩子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这
也和目前的社会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放到六七十年代，即使妈妈不
去翻动孩子的书包，他的书包里除了
有书本铅笔之外，还能有什么？而如
今则不同，社会文化有问题，商品销
售有问题，孩子的书包也会有问题。
家长在孩子的书包里翻出情书、避孕
套、管制刀具的事情还少吗？翻出黄
色书籍、黄色光盘的事情还少吗？

这样看来，妈妈翻动孩子的书
包，也是无奈之举，这是环境的使
然。当然，妈妈翻动孩子的书包是

不对的，这需要拷问。但是，孩子
打电话报警就仅仅是维权意识的觉
醒吗？我想这实际上也是需要拷问
的。我们不是一个封建社会，我们
不再需要那个“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爹叫儿亡儿不得不亡”的时代。但
是，我们却需要对孩子进行孝道教
育，要知道理解父母的苦心。而如
今怎样？各种以维权名义的尴尬一再
上演着。为了财产儿子可以状告父母；
为了利益女儿可以和父母签订断绝关
系协议；有的孩子还会向父母伸出
锋利的刀子。

妈妈常常翻动孩子的书包是不
对的，这说明父母还是缺乏现代教
育手段的，对孩子也要有信任。而实
际上这种情况的出现也需要改进的
是孩子成长的环境问题，我们的社会
不能再侵害孩子了，当乱七八糟的东
西没有了，父母兴许就会放心了。

父母的爱要止于伸向书包的手，
而社会对孩子的爱是不是也该补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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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木须
25 日早晨 6 时 52 分，一

名 28 岁的四川姑娘在绍兴跳
河轻生。现场数十人围观，但
四分钟内没人报警。等到警察
赶到救起她时，人已不幸身亡。

“如果在场的路人能及时报警
或相助，或许姑娘还有救活的
机会。”跳河救人的民警说。

（5 月 27 日《钱江晚报》） 
这名年轻女子跳河自尽，

如果有人及时报警，或紧急施
救，也许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
然而，在人流如织的河岸，在
公共急救服务可以便捷覆盖的
情况下，在数十名路人的冷漠
围观、等待之中，一个年轻的
生命，在无助的挣扎中抱憾逝
去，留给亲人撕心裂肺般的伤
痛，留给社会和公众痛心疾首
般的警醒与反思。

也许在围观的人群中，有
人会觉得冤枉，因为他们不识
水性，不敢贸然下水救人。问
题是，难道几十人中，没有一
人会游泳吗？退一步讲，即便
是都不会游泳，但打个电话报
警，该没有任何风险吧？可见，
在“围观心态”支配下，没有
人愿意报警，更没有人敢对跳
河女孩出手相救，这才是导致
一场悲剧发生的主要诱因。因
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共场
所的冷漠围观，反而成为致命
的“隐形杀手”，这实际上是
当今社会人际关系隔膜的一个
缩影。

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

出：“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
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
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
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
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
早在几十年前，鲁迅先生就已
把中国人的围观心态刻画得淋
漓尽致。然而，时至今日，这
种围观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
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特别是，
一个二个这种围观现象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由此引起的连锁
反应，它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冷
漠麻木。不敢想象，一个没有
正义和爱心的社会，会变成什
么样子。当人人都习惯了冷漠
围观，当人人都对他人视而不
见的时候，它引起的不仅仅是
人人自危的恐慌，还有对这个
社会价值取向的追问。

试想，如果我们都把道
德公德甚至做人的起码品德深
藏起来，任凭那些选择轻生的
人在生命线上挣扎，这个社会
还有什么道德和人性可言？可
见，女孩跳河无人报警事件的
发生，并非偶然，从一个方面
反映出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境。
一个社会要形成稳定的道德秩
序，创造良好的社会风尚，不
仅要有强有力的社会舆论监
督，而且要求每个社会成员的
善心和良知发现，该出手时就
出手。特别是，有关部门应在

“惩恶扬善”上更有作为，用
完善的法律和制度，去化解围
观困境。

“女孩跳河无人报警”折射围观困境

载人旅行箱
轮毂电动机、导航仪、GPS 卫星定位……你也许不相信，就

这么一个与普通行李箱几乎无异的旅行箱，竟集中了这么多高科
技，而发明它的湖南农民贺亮才，竟是一个仅有小学文化的农民。
在历时 10 多年后，贺亮才捣弄出的多功能行李箱，正式“上路”
对外展示，并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多功能行李箱。“ 行李箱
能搭载 2 个人，时速达 20 公里 ( 属非机动车 )，一次能跑 50 到
60 公里。”贺亮才将它取名为“城市小车”。

 （5 月 28 日 新华社）

漫画 / 王铎

■漫话漫画婚丧禁邀同事，看似无情却有情
文 / 张枫逸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切实加强和改进党员干
部作风建设，河北省石家庄市纪委
5 月下发《中共石家庄市纪委关于
进一步规范党员干部婚丧喜庆有
关事宜的通知》，严禁党员干部办
理婚丧事宜过程中邀请同事、部
属等利益相关人员参加。

（5 月 27 日《新华网》）
党员干部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

宜，不仅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影响
了公职人员形象，更滋生出借机敛
财、索贿受贿等“亚腐败”现象。对此，
党和政府的态度始终是坚决的。从
上世纪 80 年代颁布的《关于共产党
员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党纪处分的若
干规定》，到近年的《党员领导干部
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都明确禁止党
员干部大办红白喜事。各地也纷纷
探索，建立报告备案制、在部门内
部公示；出台“限桌令”，限定宴席
规模和人数，进一步量化规范党员
干部婚丧喜庆事宜。

如今，石家庄更是把监督视角
延伸至宴请对象，明确提出“党员干

部不准向同事、部属、下属单位和与
自己行使职权有关的单位、个人发送
请柬及其他任何形式的邀请”。这一
新规定在网上引发热议，在叫好的同
时也有网友提出质疑，婚丧禁止邀请
同事部属是不是有些太不近人情？

的确，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
熟人社会，在单位里，同事之间、
上下级之间不仅是工作关系，也存在
私人感情。曾几何时，我们早已习惯
了为同事送礼随份子，猛然收到这样
的禁令，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也是正
常。不过，细细品来，禁邀同事的
背后看似无情实则有情。

首先，有利于预防腐败、保护
干部。在腐败无孔不入的当下，婚丧
事宜早已不是单纯的礼尚往来、人情
世故，而成为行贿受贿的平台和载体，
喜庆红包实际上就是一个个糖衣炮
弹。禁邀同事部属的规定，从一开始
就断了一些干部借机敛财的念头，也
避免留给受礼者可乘之机。

其次，有利于为党员干部减轻
负担。对于不少部门尤其是大单位
而言，“随份子”早已成为幸福的烦恼，
今天同事的儿子结婚，明天领导的

孙子满月，大事小情都要参加随礼。
就每个人而言，尽管为人情往来负担
所累，但谁也不愿打破这样的“潜
规则”。有了禁邀同事的“尚方宝剑”，
党员干部就能长舒一口气，从日益增
长的人情债中解脱出来。

此外，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移
风易俗。实际上，婚丧事宜大操大
办、铺张浪费早已备受诟病，但破
除陈规陋习却是知易行难。规范党
员干部婚丧喜庆，不仅是改进党员
干部作风，更能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引领移风易俗、勤俭节约的文明新
风。其实，表达心意的方式有很多、
道一声祝福、送一束鲜花都是很好
的办法，大可不必让请客送礼将人与
人之间的情感物质化、庸俗化。

当然，一纸禁令不可能做到令
行禁止，即使不通过婚丧事宜，敛财
者和送礼者也会选择别的机会。要
想真正转变作风、预防腐败，一方面
需要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树立廉
洁自律意识，筑起防腐拒贪的防火墙，
同时更需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让权
力在阳光下运行，铲除借人情往来之
名行权钱交易之实的利益土壤。

“妈妈翻书包孩子报警”是对社会的拷问

文 / 汪昌莲
日前，广东佛山市首批 48 名

青年民营企业家结束了为期半年的
国企挂职生涯，恢复了“自由生活”。
自去年 11 月底，佛山市委组织部
从 100 名报名者中挑选 48 名青年
民营企业家，分派到 36 家国企挂
职。48 人中超过一半是 70 后至 90
后的“富二代”，其余均是年纪相
仿的“创一代”。有人质疑，政府
操心干预民企接班人是否有必要？

（5 月 28 日《华商报》）
不得不承认，送“富二代”去

国企挂职，还真是选对了地方，因为，
国企本身就是“世袭制”的肥沃土
壤，可以说，接班人是“人才辈出”。
问题是，“富二代”不愿意接班也
好，民企出现“接班人危机”也罢，
从小处讲，是个家务事；从大处讲，
也仅是民企的内部事务，由市场主导
和人才竞争加以解决，与卿何干？地

方政府与其过多地干预民企接班人
问题，不如把精力用在发展教育事
业、培养未来接班人等重要使命上。

与一些为就业奔波劳顿、为创
业辛苦劳作的寒门子弟相比，民营企
业的“富二代”，显然拥有着令人艳
羡的发展机遇，甚至可以在就业或
创业途中“一步登天”。然而，在家
族企业面临转型阵痛，就业理念多
元化的今天，无论是全国“富二代”
有接班意愿的仅40% 左右，还是广
东顺德中小企业“富二代”愿意接班
的在五成左右，“富二代”拒绝“前
富后继”的人生路径，完全可以理解，
民企大可不必过于焦虑，地方政府
更不该过度干预。

恰恰相反，“富二代”不愿接班，
更值得期许。这是因为，当今的“富
二代”，均接受过高等教育和现代经
营理念的洗礼。因而，他们对家族
企业劳动密集型、薄利多销式及低

附加值的传统产业心存抵触，或对
创办实业、成本控制、精细化管理
等缺乏兴趣。相反，他们对网络经营、
电子商务、盈利模式、VC、PE等投
资方式兴趣浓厚，并对“虚拟经济”
情有独钟。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家
族企业具有一种叛逆心理，不希望
躺在父辈的“安乐窝”里坐享其成，
而是期望凭靠自身努力，闯出一片属
于自己的领地。

因此，应该看到，“富二代”不
愿接班，恰是家族企业转型升级的
良机。当前部分家族企业存在“短命”
及“接班人危机”现象，其深层原因，
关键在于企业内部职业经理人的缺
失。当维系生存发展的纽带，仍是
血缘关系而非契约关系时，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推
进职业经理人体系建设，加快企业
转型升级，恐怕才是消弭“富不过三
代”危机的治本之策。

“富二代”接班与卿何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