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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戏团动物受虐，法律应有清晰界定
“看老虎、狮子表演，还可以与老

虎合影。”近日，一个马戏团在福建省
厦门市搭起舞台，让人胆战心惊的
是，狮子时常对人长啸、张牙舞爪，
一头关在铁笼里的老虎则虎视眈
眈地瞅着路人，让人心慌。在表演
节目的过程中，这些老虎、狮子、狗
熊、山羊等一不听话就要被抽鞭
子，整个表演现场散发着让人作呕
的臭味……（5月13日《海西晨报》）

马戏作为一种表演节目，并不一
定意味着虐待，新闻中这一起事件，
最关键点是马戏团对动物实施了虐
待行为。所以，根据报道，该表演节
目被相关文化管理部门叫停，而表演
现场也已经被拆除。不过，一时的查
处和监管，并不是釜底抽薪之举。鉴
于马戏表演的艺术性，虐待动物的表

现很难跟踪界定，可以频繁地更换地
点，从容在其他地方再次上演类似的
节目。

目前来说，相关规定在区分马戏
表演与虐待动物之间的界限并不清
晰。我国林业部门在2010年就下达
过《关于对野生动物观赏展演单位野
生动物驯养繁殖活动进行清理整顿
和监督检查的通知》，要求禁止虐待
性动物表演。同年，住建部门也发布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园管理的意
见》，要求城市动物园及公园停止动
物表演。但是，上述规定都只是单纯
的禁止表演，并没有更具体的细则方
便监管。

而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的法律规
定中，对于虐待动物的行为，一直都
面临追责层面的真空。现实中，类似

虐待动物的行为并不少见，但是我们
只能停留在道德层面的谴责，却没有
任何手段予以制裁。法律真空面前，
只要不是国家保护动物，动物可以被
肆无忌惮地虐待，并且不会承担应有
的责任。在利益诱惑下，自然会出现
类似的虐待行为，甚至愈发泛滥。

面对马戏团中的虐待动物行为，
法律如何发挥好作用，既避免误伤马
戏表演者，又起到保护动物的作用考
验制度智慧。比如去年轰动一时的
耍猴人被判刑案，其中争议点颇多。
假如，法律对此类行为有一个清晰的界
定，则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保护动物。
毕竟，善待动物就是善待自然，更是善
待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而对于马戏
团而言，一个清晰的制度约束，也更利
于马戏文化的发扬与传承。□刘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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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大学生
许涛用3年时间践行了“一诺千金”
四个字。3年前，大四学生许涛为救
身患白血病的父亲在网络上发文募
捐，为父亲借钱治病；3年后，虽然
父亲已经重病过世，但他仍旧践行
承诺，寻找当年为自己捐款的好心
人，将自己工作赚来的一点积蓄还
给当年捐款的好心人。（相关新闻见
今日本报AA12版）

当年，许涛为救身患绝症的父
亲，在网络上发微博募捐，并声明是
借钱。这个“借”字，诸多给予援手的
爱心人士本未当回事，而 3 年的时
光，当年的网络热点早已如流星般消
逝在信息爆炸的世界。当所有的人
都忘记了，他仍然记得，并开始艰难
的践诺行动，这种诚信责任的担当，
已经标注出了可贵品质的刻度。或
许他兑现承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抑
或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一一找到捐赠
者，但是他每一次的行动，都会放大

诚信的光芒，都会给社会释放一次正
能量。

践诺是个人的道德坚守，可期许
却难以强求。回归到慈善捐赠的语
境下，许涛的举动更大的意义是对社
会公益爱心最好的回馈。爱心不求
回报，但是每个人的爱心捐赠要用得
其所，才不会被贪婪与欺骗所亵渎。
拿什么让捐赠者和社会爱心不感到
心凉？毫无疑问，唯有善待捐赠的自
觉和信息透明。许涛念念不忘践诺
还款，让捐赠者及社会爱心人士感到
踏实放心。

对于网络捐赠，许涛践诺还款或
不具复制性，事实上也无须复制，慈
善的本义是帮助他人共度难关，是
能力与责任的混合体，当受赠者具
备能力时，更好的选择是接过公益
的薪火，将精神传递下去。不过，许
涛善待捐赠的态度却有借鉴价值。
早在3年前，他就曾分5次将捐赠者
的名单通过微博向公众予以公开，

尽管他的目的是证明自己“借钱”不
是噱头，但是也包含有感谢、透明和
接受监督等多重意味，这也是对捐赠
最真诚的互动。

近些年，随着新兴媒体的普及，
网络慈善方兴未艾。然而，它在赋予
公益便利的同时，慈善的社会信任正
经受着考验。2013年，“跨省救孤”巨
额捐款如何处分曾引发纷争；2014
年，“卖卫生巾救女”的王海林“携款
离去”一度引得舆论反转；2015年，成
都接受网络捐赠为女治病的王某又
惹出了“善款买车”的传闻。这些案
例，让社会不免对网络直捐的前途捏
了一把冷汗。透过这些案例都能看
到，网络慈善机制的缺失，即捐赠如
何能及时透明地披露，并纳入到监管
的范畴。不过，不管机制是否健全，
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受捐赠者都有义
务向捐赠者和社会给出一个“账本”，
这是每个受赠者应当做到和能够做
到的。□木须虫

善待捐赠比践诺还款更可贵
副教授上课趴地上
让学生跨过，有必要吗？

@南方都市报：武汉理工大学一
课堂上，张能立副教授做出惊人举动：
下课前，他俯下身子趴在地上，让到课
的150余名学生一个个地跨过去。他解
释称，这是“蓄谋已久”的行为，目的是
鼓励学生们不迷信权威。你怎么看？

支持
老师初衷值得赞扬

@默言周：我们要提倡个性化
教学，只要不违背底线，老师怎么教
学都是自由的。

@臭臭wc：方法合不合适，我们另
说，但是老师的初衷是非常值得赞扬的！

反对
可敬但不可取

@茶米兔：学生自信是自身实力决
定的，老师的这种行为可敬但不可取。

@草末珍珠：不迷信权威，并不
需要以这种出格的形式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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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沙坪坝 区 60 多 岁 的 张
兰，打算将自己名下价值数十万
元的门面捐赠给重庆市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前日上午，她签下认
捐书。签完字，张阿姨才发现，捐
赠房产做善事没有想象的那么简
单，不仅手续繁多，还要缴纳数万
元税费。（5月13日《重庆晚报》）

张阿姨捐店面的意思，是鼓励残
疾人创业，授人以渔。

最后特事特办的结果，据说就是
“张阿姨需要缴纳的就是5.6%的营业
税”。好在当地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允
诺替捐赠者埋单，不然，这钱岂非扣
得心痛？相关部门说得很恳切，捐赠
人利益是应该得到保护，“不过，涉及
地税、房管等部门，需要大家共同来
推动”。这样的说法当然是天衣无缝
的，人人都是责任人，最终，人人都不
是责任人。眼下的问题是，张阿姨的
例子既然已经发生了，有没有哪个

“相关部门”牵头组织商议制度的调
整呢？

俗话说：“知过不难改过难，言善
不难行善难。”行善本来就是有风险

与成本考量的，有人怀疑你作秀，有
人揣测你居心，但理性的制度应该一
路绿灯，褒赏这种裨益公共利益的满
腔热忱。

据称，慈善事业法在广泛征求意

见的基础上，今年2月已形成草案征
求意见稿，有望今年底提请审议。但
愿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也能在“行
善难”的具体案例中，早点找到改革
调整的着力点。□邓海建

媒体声音

长沙晚报
保障电梯安全
不只缺强制保险

日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召开《广东省电梯使用安全条例（草案
修改稿）》的表决前评估会，有参会专家
建议对电梯伤人的事故赔偿，应像交强
险一样，有电梯强制保险来保障。目前
的草案中，仅规定了鼓励投保电梯公众
责任保险。

无论是设立电梯专项维修资金，
还是动用住宅维修基金，抑或是业主均
摊费用，都无力维持电梯保养、维修和
更新的高额费用，加之围绕电梯使用的
相关标准不健全，上世纪90年代中后
期建设的电梯房，许多电梯只能超期服
役、带病工作。而随着进入本世纪后作
为商品房市场主角的高层楼房电梯逐
渐接近使用寿命“大限”，这种安全矛盾
与隐患将更加突出。住宅70年大限到
期后到底如何续期，电梯15年后谁来
更换……这些看起来“不起眼”或者“很
遥远”却又深度关联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的问题，现在到了静下心来梳理的时候
了，当然，梳理之后亟须补充构建平衡
各方利益的制度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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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 漫画

缴纳数万元税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