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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石川
盛夏的傍晚，清风徐来，漫步

于莲花池旁，闻着浮动的暗香，神

情自然便荡漾出几分惬意和舒适。

凝望着池中朝气蓬勃和密密叠叠

的莲花，北宋濂溪先生“予独爱莲

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的咏莲名句便涌上心头，也让人

联想到了这些年来众多的“老虎”

被打、“苍蝇”被拍。反腐倡廉自

然叫人拍手称赞、大快人心，但也

让人大跌眼镜、遗憾惆怅。落马

者中不乏有才能干的人物，甚至有

曾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本

该享受人们的称颂、爱戴，但因不

能像莲一样，清白自守，被“淤泥”

所染，最后不得善终，着实叫人

扼腕叹息。由此，我便又推及到了

“莲”与“廉”的关系。

“莲”，是夏天水池中常见的

水生植物，有着多种别称，譬如荷、

荷花、芙蕖、水芙蓉等。莲虽身

处淤泥污水中，却能展现给世人干

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形象，并散

发着缕缕清香，慰藉着从古至今的

人们，博得文人墨客的青睐，寄

托清官廉吏的情怀，象征着洁净、

高贵、清雅、正直、廉洁。“廉”，

本义是厅堂的侧边，常引申为廉正、

清廉、廉洁，《广雅》有言“廉者，

清也”。“公生明，廉生威”。“廉”，

自古以来是老百姓的心中期盼，是

为官者的精神追求，是国家对公

职人员的职业要求。“莲”与“廉”

不仅发音相同，而且内涵紧密相连，

它们都有着净、洁、直、清等义，

都是美的化身、美的品质，形虽各

异质却一样，字虽不同意却一致。

人们咏莲、颂莲，大多源于“莲”

有“廉”的寓意，实则是歌“廉”、

赞“廉”。

莲因洁而尊，人因廉而威。人

要做到“廉”，拥有“廉”的威严

和威望，就要由“廉”想到“莲”，

学莲一样生长，养莲一样品格。

要像莲一样洁身自好。莲的生

长环境，与其它水生植物没有多少

区别，都要经受泥中积蓄、水渍

浸泡、日晒雨淋、冷热交加、尘

沙侵袭、蚊虫叮咬，但它能保持

着在泥不泥，在污不污，在水不软，

在尘不垢，在世不俗，吐故纳新，

趋利避害，茁壮成长，并长得个

中通外直，亭亭净植，不蔓不枝，

绿意葱葱，开花结子，香远益清。

人在世上，谁也不能远离红尘，

谁也不能隔绝喧嚣，谁都会遇到

困难挫折，谁都会碰到诱惑陷阱，

谁都有七情六欲，谁都要经历一

些心灵的煎熬，但有些人却逃不过

这些磕磕拌拌，成为了世俗的俘虏，

甚至还留下了“一失足而成千古恨”

的哀叹，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不

能像莲一样地生长，坚守住向好、

向上、向美的那份笃定。而那些

秉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人，那些具有“良

将不怯死以苟且，烈士不毁节以求

生”气节的人，那些秉守“贿赂不

以动其心，爵禄不以移其志”的人，

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的人，却始终不为光怪陆

离的世界所迷惑，总是像莲的生性

一样散发出超凡脱俗的气象来。

要像莲一样美丽绽放。莲叶

宽大而圆，色呈深绿，雨过天晴，

托起一颗颗水珠，晶莹剔透，让

人陶醉。尤其是所绽放的花朵，

红的似火，白的似雪，粉的似霞，

格外光彩夺目。在炎炎的夏季，莲

以其独特的魅力装点着世界，给

人类带来了美的享受。莲花的高

洁，在文人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

置，被称为“花中的君子”。文学

史上，在诗词歌赋、散文、小说

等领域，都有其不少的芳踪。由

莲及人，莲的绽放无疑给人以很

多启迪：人来世上，只有活出最

好的自己，展示出最佳的状态，方

可产生感动；人活世上，只有一尘

不染，拒腐蚀而不沾，方可备受钦

佩；人立世上，只有给世界增光

添彩，不添堵添乱，方可广受尊敬。

要像莲一样默默地奉献。莲，

除了给人以美的欣赏，还全身是宝。

莲藕、莲叶、莲柄、莲蕊、莲心、

莲子、莲房都可入药，具有清热

止血、补脾止泻、强心降压、养

心益肾等功效。莲藕还可作蔬菜

食用或做成藕粉。不仅如此，到了

秋天，那些老去了的莲叶还要落到

水中，烂在泥里，为来年的护花再

尽最后一份力量。相比于莲，人之

为人，要彰显出生命的价值，也得

像莲一样，少张扬多付出，少索取

多贡献，在岗、在职、在位、在

角色、在状态，尽职尽责，尽知

尽智，尽心尽力，尽情尽理，有多

少热发多少光，做到“蜡炬成灰泪

始干，春蚕到死丝方尽”，让人生

开挂出“火焰化红莲”的景况来。

“半塘碧绿半塘鲜，一水清明

日月天。早把浊情藏泥里，唯求

莲结在人间”，“世人都学莲花品，

官自公允民自安”。人要活出干净、

活出轻爽、活出清白、活出尊严、

活出无悔、活出心安，就当植“莲”

于心，思“廉”于行，守望理想、

抵制诱惑、笑迎苦难、独守淡然、

永葆初心。一生能如“莲”，一生

必为“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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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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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岁男孩理想是当农民”
见证时代变迁

文 / 郭元鹏
每个人在年幼的时候都有理想，很多孩

子的理想是长大了要当科学家、航天员、军

人、警察……但最近在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

7 岁的小学男生沈世航，很认真地说出了自

己与其他孩子不同的理想：“我的理想，是长

大了当农民。”其家里是当地种粮大户，全年

毛收入超 30 万元，不愁吃不愁喝，他却痴迷

于耕地犁田、栽秧打谷，被网友称为“最牛

犁田哥”。

（9 月 25 日 澎湃新闻 )
有人说，“理想是当农民”是不是孩子在

演戏？是不是有人故意引导孩子这样说的？

这也难怪人们会有这样的质疑。这是因为“理

想是当农民”很不符合常理。教师在教孩子

写作文的时候，很多孩子的理想都是“当科

学家”、“当医生”、“当演员”、“当教师”、“当

像马云那样的人”……几乎所有孩子的理想

都是宏大的，甚至是所有的理想都是“光鲜

亮丽的职业”。要说“理想是当农民”，还真

没有听说过。

“理想是当农民”当然很稀奇。在我们传

统的认知里，农民这个称谓已经有了“贬义

的意思”。在社会上，不少人瞧不起农民，有

人在说起言谈举止的时候，会不经意地说出

“你看你跟个农民似的”。言下之意很明显：

没有水平，没有教养，没有地位，没有财富。

于是，所有孩子的作文本里，压根就没有“理

想是当农民”的。

其实，这种观念早就该改改了。如今的

农民已经有了“诗和远方”。随着国家惠农政

策的不断实施，今日的农民和昔日的农民已

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一方面是，户籍政策已

经变革，没有了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的说法，

在身份证上打破了藩篱。另一方面是，农村

正在进入一个火热的发展时期，国家更多资

金在扶助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农业正

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高速奔跑，各种现代农

机、技术得以应用，已经将农民从繁重的体

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了。

最重要的是，农业也成为了好的行业。

比如，家庭农场的深入推进，让职业农民的

前景更为美好，从事农业生产也大有可为了，

在土地里获得的利益也是越来越多。这种情

况下，“理想是当农民”也就不足为奇了。这

个 7 岁的孩子，家里就有家庭农场，他亲眼

看到的是农业的希望。

“7岁男孩理想是当农民”是农村的希望所在，

更是献给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一份大礼。但愿，

有更多孩子愿意“长大之后当农民”。

文 / 汪昌莲
接了1573 单，累计缴纳 3696元的保障费，

却只有1万元赔偿。近日，某网约车平台代驾

司机王灿在湖南发生交通事故意外去世后，

家属发现，该平台此前承诺的最高120万元的

意外身故保险，“缩水”成了1万元。有网友问，

“网约工”的“伤”该找谁赔？

（9 月 25 日《工人日报》）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渗透，包括网约车司

机、外卖送餐员、保洁阿姨在内的“网约

工”，如今已成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有数

据显示，目前我国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服务

的“网约工”人数约为 7000 万；到 2020 年，

这一数字预计将超过 1 亿，其中全职人员约

为 2000 万人。然而，“网约工”在这种新的

就业形态中，却面临着无劳动合同、无社会

保险、无劳动保障等“三无”现象，影响着

行业健康发展和优质服务的提供。

“网约工”到底是不是平台的员工？这个问题，

击中了当前新业态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的“要

害”——他们与互联网平台或中间承包商之间，

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殊不知，劳动关系与

劳务关系，一字之差，区别很大。如果是劳动

关系，由于“强资弱劳”的天然属性，法律会偏

重于保护劳动者一方，用人单位须为劳动者承担

安全、社保等种种责任，其工资工时等制度，也

严格受劳动法律法规约束。但如果是劳务关系，

则意味着双方是平等的民事合作关系，其权利难

以得到保障。

而现实情况却是，目前“网约工”与平台

之间，基本上是劳务关系。由于“网约工”大

都是“三无”人员，导致“以罚代管”现象比

较普遍。一方面，平台从“网约工”身上获取

了不菲的抽成。另一方面，平台为追求服务质

量，会通过催单、扣款等方式对劳动者进行管

理。这种管理方式，相当于把企业的经营风险，

转嫁到劳动者身上。更有甚者，在服务过程中，

发生安全责任事故时，本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

赔偿责任，也往往落到劳动者身上，而企业则

得以置身事外。

可见，“网约工”亟须织密权益“保护网”。

针对“互联网+”新业态发展中成长起来的“网

约工”劳动群体，政府应实行“包容审慎”的监管，

在鼓励创新的同时，还应出台相应的政策与保

障制度，引导企业规范用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不能让“网约工”充当检验新业态发展成果的“小

白鼠”。比如，可以因群体施策，实行分类认定

管理。对于依靠脑力劳动和特殊技能获得较高

收入、更愿意以自由职业身份存在的人群和行

业，可以参照民事合作关系予以认定；对于主

要依靠体力劳动获取报酬、职业风险较高、平

等协商能力较弱的，政府应加强正面引导，杜

绝企业借民事合作之名，行规避劳动关系法律

适用之实。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已开始探索在“网

约工”集中的行业引入工会制度，保障劳动者权

益。比如，上海正在探索开展区域性、行业性

工会“两次覆盖”，针对快递物流员、网约送餐

员、家政服务员等六大新型就业群体，以推行

联合工会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把广大职工组织到

工会中来。特别是，应扩大商业保险的覆盖面。

对于容易产生交通事故、带来社会负面因素的行

业，如外卖送餐、快递物流等，可以由平台出面

与保险公司协商，为送餐员、快递员统一购买人

身意外险、第三者责任险，以较低的保费实现

较好的劳动保障。

“网约工”亟须织密权益“保护网”
一家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