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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汪昌莲
近日，有媒体报道，江苏

宿迁的刘先生到朋友家玩，朋

友 8 岁的孩子闹着要玩游戏，

随后刘先生把手机给了孩子，

结果孩子却点开了微信钱包里

的公益，将刘先生卡上的 1.7万

捐出。4日，扶贫基金会回应称，

捐款已在 6月2日退回并得到

了刘先生确认。腾讯方面称尽

快优化相关设置。

（6 月 5 日《北京青年报》）
一名8 岁小孩在玩大人手机

时，因操作不当，误向某慈善机

构捐出了1.7万元钱，这对大人

来说，确实有点尴尬。所幸的是，

这家慈善机构及时退回了这笔捐

款；因孩子在 10周岁以下，属

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捐款行为

无效。这起“误捐”事件的发生，

也引起了慈善机构及网络捐赠平

台的反思，如个人单笔捐款设上

限、尽快优化相关设置等。然而，

即便如此，仍有网友担忧：如果

大人“误捐”，也能退回吗？

事实上，从法律层面上讲，

一旦捐了款，就表明赠与合同成

立了，捐款方同受款方便形成了

一种契约关系，如果捐款方反悔，

欲索回捐款，属于单方毁约行为，

是得不到法律支持的。从人性和

道德角度诠释，捐出去的款，如

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然

而，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事件

却时有发生。据统计，捐款者反

悔比例高达 20%。殊不知，捐款

实际上是在履行一份“爱心和诚

信的承诺”，因而一定要深思熟

虑、量力而行，下定决心后再捐

款，一旦捐了款就不要反悔。

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

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捐款全凭一

时冲动，既没有考虑自己的承受

能力，又没有征求家人的意见，

导致“误捐”现象时有发生。这

时候，我们的捐赠制度，能否给

他们一个修正错误的机会呢？事

实上，在一些领域，法律和制度，

便给了人们一个反悔的空间。比

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

引入了“后悔权”制度，即赋予

消费者一定冷静期内无条件退货

的权利，如“网购商品七日内退

货”，这一规定符合国际立法惯

例。又如，投保也有10日的“后

悔期”，客户在签订保险单后想

解除合同，可在保单生效10日

内亲自或委托代理业务员，向保

险公司申请撤销本合同；保险公

司在收到合同撤销申请并收到保

单后，无息退还投保人已交的保

险费。

可见，“小孩误捐1.7万元”

事件的发生，等于是在呼唤捐赠

“后悔权”。既然事关买卖双方利

益的商业领域，都给了公众“后

悔权”，那么，充满公益和爱心

的慈善事业，就更应该让人们享

受“后悔权”了。因此，慈善机

构应作出相关规定，给捐款者设

置一定的“后悔期”，在这个“后

悔期”内，允许捐款者无条件索

回捐款。如此，不仅可以让人们

的爱心行动变得更理性，而且能

够让慈善机构变得更有公信力和

感召力。

■三言两拍

文 / 黄春景
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掀起发

高考财的热潮，各种宣传热闹非

凡，把“高考经济”炒得红红火

火。高考经济火热，究其根源

在于教育市场这块巨大“蛋糕”。

我国每年高考季的市场有多大？

虽然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

但不难看出这个庞大的人群中孕

育的经济效益是巨大的。这些年

来，“高考经济”为何总是“高烧

不退”？

首先，凸显了一些家长的盲

目跟风攀比心态。按理说，家

长不应该被商家牵着鼻子走，而

应冷静思考，量力而为，为孩

子做出理性消费的榜样。然而，

现实当中那种世袭的传统观念，

使得部分家长依然认为高考是

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于是只

要事关孩子的一切，都会乐此

不疲地进行投资。要知道，家

长不甘让孩子输在每一条起跑

线，尤其是庄严神圣的高考战

场。正是在这种攀比心理的支

配下，才让“高考经济”有机可

乘、有利可图，“高考经济”蕴

藏无限商机自不待言。

其次，折射出市场监管疲软。

有需求就有市场，高考经济火热

的背后，大多数家长花钱是为了

买个安心。试想，如果市场监管

介入到位，各类文胸文具保健品

借高考热销以及五花八门的迷信

活动，就不至于每年轮番上演。

“高考经济”由来已久，对于那

些畸形的“高考经济”行为和因

此衍生的迷信活动，这跟监管的

疲软乏力、形同虚设脱不了干系。

必须承认，“高考经济”热的现

象实属正常，但如何维系一个良

性的交易市场，市场监管不能睁

只眼闭只眼。有关部门是时候祭

出相应的“药方”，治一治这虚

火的“高考经济”了！

再者，反映了“狂轰乱炸”

式的无序炒作。高考经济成为最

近新闻的关键词，还会持续一段

时间。炒作高考经济，被视为特

定时期的一种独有社会现象。然

而，类似一些与高考不沾边的广

告宣传，为了炒作都贴上了“高

考经济”标签。值得指出的是，

部分无良商家利用家长舍得为孩

子高考投资的心态，大肆炒作概

念，引诱家长为他们的“噱头”

买单。对于这样的无序炒作现象，

一方面需要家长理性买单高考经

济，另一方面需要有关部门对高

考经济乱象加以整治，让高考经

济回到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

说到底，“高考经济”火爆

背后，是持续多年的买方市场这

块大蛋糕在支撑。要改变“高考

经济”高烧不退的状况，必须改

良市场的交易法则，引导家长进

行理性消费。只要全社会形成正

确的高考经济消费观，不被夸张

的广告宣传所误导，并能做出理

性明智的选择，“高考经济”就

会得以良性循环，成为一种健康

的经济业态。

文 / 王军荣
为给高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

复习环境，6月1日起，宁远县

城区范围内近 5000 名广场舞大

妈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全面开展

“静音护考”行动，在高考期间

主动“歇业”，停跳广场舞10 天，

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6 月 5 日《宁远县政府官网》）
为了给高考生一个安静的环

境，广场舞大妈为高考息舞10天，

的确是值得肯定。获赞“深明大义”

也是应该的。要知道，已经习惯

于每天跳舞的大妈能够“停跳 10

天”，实在不简单。

跳广场舞本是件好事，既让

大妈锻炼身体，又能够增加情感

交流，让老有所乐体现得淋漓尽

致，可由于没有解决好场地和噪

声问题，使得大妈跳广场舞也容

易与周边居民的休息权成“对立”

状态，甚至发生打架等诸事。据

报道，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的洛阳

王城公园广场舞团“占领”篮球

场事件，至今仍然还未能彻底解

决。跳广场舞还是打篮球，成为

了老人和年轻人争地盘之争，其

根源则在于锻炼场地紧缺。

广场舞大妈为高考息舞 10

天，这其实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毕竟除了高考生还有其他学生，

都需要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而即便是对于高考生来说，只有

短短 10 天的“安静期”也是不

够的，或许有些高考生因为习惯

了噪声，一下子没有了，可能反

而不习惯了。

大妈要跳广场舞，这应该给

予肯定和支持，但社会也需要一

个安静的环境，不能让跳广场舞

成为“噪声杀手”。现在的主要问

题则在于场地问题。大妈缺乏场

地，她们无法尽情跳舞，于是不

仅制造了噪声，而且还要占领“阵

地”，甚至连马路也不放过，何

况还是年轻人打球的场所。这样

下去，时间长了，就会使老人和

年轻人的矛盾更加激化。

有多少大妈在跳广场舞？有

多少跳广场舞的大妈满意自己的

场地？有多少大妈在见缝插针

地跳广场舞？这些尖锐的现实

问题，恐怕没有多少职能部门认

真去考虑过、仔细调查过。大

妈的矛盾往往是在激化之后以

“过激”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眼前，

而职能部门却并没有为大妈考

虑，更没有为她们创设出更多

的锻炼空间。这是许多城市均

存在的问题。

广场舞大妈高考息舞值得点赞

却不能治本。每一个跳广场舞的

大妈都值得尊重，每一个学生的

安静权均需要被重视，矛盾的解

决之道只有仍靠职能部门依法治

之，从民生利益角度挖掘更多空间，

从而达到皆大欢喜的和谐局面。

2017 年高考已经进入倒计时，在考生和家长紧张备战的同时，不少商家也瞄准了高考商机：普通的笔、蜡烛、内
衣和鞋子……只要与“高考”攀上关系，都成了近期的热卖商品，不仅价格比同类商品更高，而且销量不用愁。更有甚
者，连算命看风水、开光做法事等迷信“服务”也挂靠上了高考，甚至可以提供“线上服务”，颇受一部分考生家长的
追捧。                                                                                                                                               (6 月 5 日《北京青年报》)

“高考经济”不能变成“高考迷信”
文 / 戴先任
即将高考，不少家长比考生

还期待或焦虑，他们还希望有所

行动，为孩子最后的冲刺助力，

正是考生家长的这种心态，让每

年高考期间，高考经济都能实实

在在地火上一把。

逐利的商家自然闻风而动，

抓住高考经济的商机，大打“高

考牌”。如果这种经营行为并不

涉及虚假宣传、迷信行为，倒无

可厚非，但一些商家却利用高考

经济，对高考迷信推波助澜。

比如有号称能为考生减压的

高考内衣，其实不过是普通的内

衣，有“大师”也垂涎于高考经济，

而意欲进来分一杯羹，打着为考

生进行“高考祝福”的招牌，算

命看风水，而且收费昂贵，涉嫌

招摇撞骗 ; 还有不少保健品打着

“助力高考”旗号，自称“可以改

善记忆”，而就在日前，国家食

药监总局发布关于学生保健品的

消费提示，称我国尚未批准任何

“补脑”保健食品，更没有短时

间提高智力和学习成绩的“灵丹

妙药”。这种打“高考牌”的商家，

涉嫌虚假宣传和欺诈。这种行为

已经涉嫌违法，当地工商等相关

部门要介入调查，不能让不法商

家继续进行虚假宣传，并要能依

法依规做出相应处罚。

高考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但

一些考生家长沉迷于高考迷信，

盲目消费，这给了无良商家可乘

之机。现在的家长舍得在子女身

上花更多钱，包括教育、衣食住

行等，重视孩子不是坏事，但家

长应该理性消费，更不能沉陷于

迷信之中，这样根本无助于孩子

备考，甚至反会起到适得其反的

作用。比如请算命先生来看风水，

让孩子吃能“改善记忆”的保健

品，这些无法灵验的东西，不仅

让考生家长花了冤枉钱，还可能

打乱考生的正常应考心态。考生

家长也要摆正心态，不能受不良

商家所惑，家长一时“抱佛脚”，

一时又求助于保健品，或考生爸

爸穿马褂，寓意“马到成功”，考

生妈妈穿旗袍，寓意“旗开得胜”，

这种种折腾，反倒容易让考生变

得更紧张更焦虑。

相关部门更不能对此坐视不

管， 诸如在网上针对考生算命

看风水、开光做法事的迷信活动，

应予以查处，不能让其继续招摇

撞骗 ; 对于那些炒作高考经济、

涉嫌虚假宣传的不良商家，也要

加大打击力度。

高考期间考生及其家长有各

种消费需求，商家念高考生意经，

这些都属于正常现象，但经不能

被不良商家甚至还有“算命先生”、

江湖术士等给念歪了，这样才能

让高考经济更好为考生服务，让

正常的市场秩序、社会秩序为高

考保驾护航。

“高考经济”为何总是“高烧不退”

■一针见血

“小孩误捐 1.7 万元”呼唤捐赠“后悔权”

■社会观察

大妈高考息舞
值得点赞
却不能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