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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是赞颂
“人性光辉”的时候

11月15日下午上海静安区一公寓楼突发火灾，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17日新华网上
刊出一篇通讯《大火中的人性光辉》，对大火中人们的表现极尽赞美。在我看来，此次上海
火灾损失惨重，无论是从“亡羊补牢”的角度，还是从“追究责任”的角度来看，人们最希望
看到的，都是悲剧的背后诱因，以及惩前毖后的处罚。在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大白之后，我
们再去回味人性的光辉，再去赞颂“第一时间”，并不为迟。 ——《扬子晚报》

人民日报记者近日调查
了弱势群体生存状态。“苦累
都不怕，最怕的是没机会。”
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
族自治县贫困农民张中周的

这句大实话，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有专家认
为，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
权利表达不畅甚至不通，主流的话语体系中没
有他们的地位。 （本报今日A02版）

专家说出的道理并不难理解。相关专家学
者、业界精英和大众媒体，在各种场合通过公共
媒介平台，一再重申强调这一最基本的道理。可
令人沮丧的是，现实并未有太大改观。“吃亏的永
远吃亏，占便宜的永远占便宜”，这是社会学者孙
立平教授总结近年来一大令人忧心的现状。

“最怕没机会”这句拙朴的话何以引人共

鸣？如果想找类似的新闻案例做注脚，仅凭记忆
就可开列出一大串名单。为了方便举例，我们再
缩小一下范围，集中一下素材，单看看“上大学”
和“考公务员”这两个领域里的人才流动现状。

在价值衡量和实现途径还比较单一的语境
下，高考和公考被视为目前实现个人价值的两
大最重要路径。就高考而言，早前的冒名顶替
的罗彩霞事件，曾将底层青年向上流动的艰难
描摹得淋漓尽致，见者无不动容。而随便点击
鼠标，就能看到类似的辛酸遭遇，比如“陕西省
属事业单位招考现漏洞，父亲主考儿得头名”、

“江西武宁事业单位被曝只招正科级干部家
属”……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拓展个人人生空间的高考，选贤任能的公
务员或事业单位招考，对一个来自底层的仅凭
个人奋斗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

从生活经验和概率学上讲，此类不公事件能见
诸报端、能侥幸被网友曝光的机会，是多么偶然
和稀少。虽然近年来高考和公考领域改革取得
的成绩有目共睹，但综合而言，仍未达到民众满
意的状态。经济贫困，并非没有翻身的机会，若
权利贫困，正当诉求屡屡表达不畅甚至不通，那
就不得不让人忧心忡忡了。

权利贫困需要制度救济，否则，社会阶层就
可能板结固化，社会正常激励机制就面临失效，
能上能下的多孔性流动的理想社会结构也难成
形。“苦累都不怕，最怕的是没机会。”农民张中
周这句质朴而内涵丰富的话语，令人动容。当
务之急是，社会各界应该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
那就是：实现“权利扶贫”，是比经济救助更彻底
的救赎之道；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权利均
衡”，值得我们共同努力。

网民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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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讹人”呼唤信任重建
社会需要美德，社会公平正义永远离不了道德

的力量。而时下，道德的义举屡屡遭遇不道德的
“诬陷”，无数的现实案例诱导着足以影响一个社
会的负面情绪。由此引发的注定不是个体道德的
下滑，而是社会道德的集体退化。极端的个例，具
有相当强烈的辐射性，从个体的迷惘到群体的担
忧，最终影响着大众的社会行为，是一个必然的过
程。故而，我们的城市街头就出现了老头老太摔倒
无人敢扶这样令人叹息的一幕。亦或者，个体突然
遭遇危难，为了得到救援，求救前先自证清白：“我
不讹人”。

在“陌生人社会”中，失去了“人情与血脉”的联
系，面对城市中来来往往的陌生人，除了法律的监
控之外，我们需要以涵盖公民素质、公民精神等在
内的契约理性来维持与他人、与社会的交往，履行
社会责任。“济危扶困”和见义勇为成为稀缺品，相
对应的表象是道德的沦落，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公
民契约理性力量薄弱导致的社会信任纽带断裂。
信任的断裂，加剧了道德的沦落——“我不讹人”呼
唤的是信任而不是道德，不敢伸手的道德恐惧正是
一种社会信任危机的阵痛，对此进行泛泛的道德倡
导很可能于事无补，当务之急是如何让公民精神尽
快成长起来，修补起那一条受损的社会信任的纽
带，才能实现根本上的道德救赎。 陈一舟

摔倒老人“我不讹人”让人五味杂陈
11 月 15 日下

午，河北邯郸市一位
七旬老人摔倒在联
纺路上，在长达半个
小时里行人们视而
不见。途经此处的
出租车司机王铁军
将老人救起后，老人
说的第一句话是：
“谢谢你，放心吧，我
不会讹人！”（11 月
18日新华网）

“治理医生吃回扣”需要利益剥离
17日，卫生部再次明确对医生收受回扣

的处罚，收受商业贿赂数额较大可吊销其执
业证书，如果构成犯罪，要坚决依法追究刑
责。 （11月18日《新京报》）

严惩医生吃回扣当然是好事，问题是，出
现收取回扣行为时，医院是否会动真格。比如，
何谓“数额较大”？2008年杭州出现了医生吃
回扣被定罪的第一人，法院有关人员告诉记者，

“数额较大”的标准是15000元以上——这个标
准能成为统一标准吗？如果连具体的标准都
没有，如何严惩？又如何使医院主动配合？

在我看来，加大对医生收取回扣的处罚还
需要提高医院的主动性，只有当医院的利益与
医生收取回扣时获得的利益剥离时，医院才会
真正有动力去治理。比如，如果能在医生收取
回扣问题上增加对医院的问责力度，医院没理
由不重视和认真起来。毕竟，对于医生收取回
扣行为最为熟悉的莫过于医院，只要医院愿意，
治理收取回扣问题并非难事。 李劭强

富二代的酒话也是一封举报信
一名四川籍富二代与好友在重庆渝中区

较场口醉酒后，驾驶一辆限量版保时捷，停在
道路中间接朋友。遇到巡逻的交巡警，驾车
逃跑不成富二代被捉。接受调查时，他狂傲
地称自己有关系，要这些民警“小虾虾”回避，
他要和领导单独谈。

（11月18日《重庆晚报》）
富二代在警局里自报家门，称“父亲现在身

居四川省某厅级单位要职，母亲在四川省某市从
事房地产开发”。如果这位富二代所言不虚，问
题就出来了：中纪委曾在2001年下发通知，禁止
地方主要官员的配偶和子女在其任职地区从事
房地产开发、律师、歌厅、舞厅、夜总会等行业。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有关部门不能把这
位富二代酒话付之一笑，而应该根据这句酒话
提供的线索一查到底。从这个意义上说，醉驾
富二代的酒话也是一封公开举报信，顺藤摸瓜，
看其是不是真有“爸当大官、妈做生意”的官商
家庭存在。 邓为

谁播下小学生“贿选当官”的种子？
目前，在昆明一些小学校园，遇到班干部

竞选时，一些同学就使出浑身解数，在全班拉
票、请同学吃糖、送小礼物等。看似啼笑皆
非，但折射出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如此急功
近利的心态，对小学生今后的成长乃至人生
会有什么影响？ （11月18日中国广播网）

孩子的世界是成人世界的一面镜子。小
学生如此作为，不能不说是受成人世界“游戏规
则”影响所致。成人世界里走门路、通关系等一
系列游戏规则，或者直接在这些孩子身边上演，
或者通过网络、电视等媒介被放大——不管通
过哪种形式，孩子们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长此以往地耳濡目染，孩子们认为自己的班干
部竞选也“就该这样”、“非得这样”。不夸张地
说，正是成人世界里屡屡上演的类似游戏规则，
让身在小学校园的孩子们也养成了另类“干部
竞选”观念，并播下了“贿选当官”的种子。为了
孩子，我们该做些什么，值得深思！

杨海东

话题：国务院称必要时将实
行价格临时干预措施稳定物价

网友发言
的确，自下半年开始，物价上涨幅度让

人难以接受，而对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
根本不是靠加息就能起作用的。对于高
涨的农产品价格，唯一有效的措施是加大
供给。 网友：pln0221

一般来说，进行宏观调控应该以间接的、
市场化的手段为主，少用包括价格干预在内
的直接的、行政化的手段。虽然此次国务院
决定采取价格临时干预这一非常规措施凸显
政府管理通胀预期的决心，但行政干预手段
存在负面作用，且风险往往在中长期，对此应
当有充分的准备和估计。 网友：臭臭1985

从“蒜你狠”、“豆你玩”到“姜你军”，再
从“糖高宗”、“油你涨”到“苹什么”，生活必
需品接力涨价。CPI 已连续 9 个月持续走
高，拟定措施抑制价格过快上涨，刻不容
缓！ 网友：茄子

话题：男子用DV记录自杀过
程遭质疑，回应称不是不想救

网友发言
“其实我真的不是不想救，”张先生的语

气里透出难掩的感伤，“当时已经报警了，而
且正好江面上有渔船经过，长江那么深，别
说我不会游泳，就算我会游泳，直接跳下去
就能救上来吗？”我个人觉得张先生的行为
可以理解。 网易网友

张先生说，公布这段视频，是想给轻生者
一个警示，生命真的只有一次。我认为，记录
这件事的过程对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很有意
义，至少它让人们看到了生命的失去是多么
恐怖和痛苦，同时也会启发人们对该起事件
的思考：生命真的只有一次，每个人都应该好
好珍惜。所以，我理解张先生。 新浪网友

有感于老人说“不讹人”
我相信，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大多数人还是有起码的良心和道德的，否则，至今提起

“彭宇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愤愤不平？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感动的画面：司机王
铁军毫不犹豫地救人，跌倒老人说“不讹诈”，他们之间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我想，王铁
军是快乐的，他行了善；老人也是幸运的，他遇到了好人。

马克·吐温说过：善良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它可以使盲人“看到”、聋子“听到”。这
说明，每个人都能行善，都会行善。而我们的社会应当积极引导人们向善，尤其应当褒扬
像王铁军这样的行善者：给行善者创造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让行善成为每个人基本的道
德准则，成为日常的行为习惯，让每个人都能因自己的善心和善行而开心、快乐。 杨亚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