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 是 一 则“ 借 钱 尽 孝 ”的 新
闻：今年 21 岁的宜宾女孩樊师贝
做出意外之举。自称刚从四川师
范大学毕业的她，希望有人能够
资助或无息贷款 200 万元，让她
为父母在城里买一套房子等，她
承诺 15 年内将贷款还清。该帖
立即引发网友热议。与此同时，
一组关于樊师贝的艺术照在网上
迅速传播。（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
AA04版）

借 200 万以尽孝的非同寻常要
求，在网上迅速传播的求助者艺术
照，一切想不成为沸沸扬扬的话题中
心都难。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场炒
作，为了出名，总不乏“惊世骇俗”者；
有网友则质疑，如此主意，一分钱都
没有挣过的人才想得出来，15年还清
200万，工薪阶层根本不可能；至于专
家，更言之凿凿，“她的这种想法，我
们没有办法去谴责，但是极其不靠
谱，太浮躁了，高估自己”。

系列言论，显然都代表了某种不
认同。但应当承认，在我们的身边，的
确存在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来自农村
或者是贫寒的家庭，依靠父母的吃苦
与无私奉献，进而得以进入大学，并
获得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此时，当
他们骤然回首，却发现父母老了病
了，留给他们孝顺父母的时间不多了，
他们因此而焦灼。和“借钱尽孝”相对
应的，正是此种社会现实。但是，“借
200万以尽孝”的行为本身，实际上无
关孝道。

何为孝道？1000个人心中，不免
有着1000个答案。但关于孝顺，有些
社会共识却是必须指出的。譬如，孝
顺应当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多个方
面，过度注重物质赡养有失片面。新
闻中的女大学生认为在城市里给父
母买套房子即为孝顺，这其实是对孝
道的狭隘化理解，并且，买房还需依
靠他人贷款而完成。这不免将父母
又裹挟进另一场有形的债务中，令其

担忧，这哪里是“借钱尽孝”，分明是
给父母添堵。“借钱尽孝”到此，其实
已与基本的孝顺精神背道而驰。

另外，孝道之所以备受推崇，表
现形态之所以缤纷多样，恰在于其是
私人化的，每个人因力所能及的努力，
成就专属于每个人的孝顺表达，进而
保持了此种传统美德的延续与深化。
由此来对照，“借200万尽孝”早已突破
了私密化的范畴，“孝道”本身就显得
空洞化。而试图依靠15年的努力来还
清200万的贷款，姑且不说新闻主人公
能否遂愿，单论此种以绑架个人幸福
来成就对父母孝顺的做法，就不具备
手段上的合理性，如此又怎能称其为
可以接受的孝道？

如果说一种孝道的兑现，需要抱
以牺牲自己未来 15 年生活的坚定决
心，这是人伦的两难抉择。希望，她能
去看看报道之后网友的声音。从他人
的态度中审慎考量“借200万尽孝”的
想法，明白真正的孝道。□王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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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借200万尽孝”实际上无关孝道

中原时评
2015年8月5日 星期三 统筹：孙友文 编辑：杨兴东 美编：宋笑娟 校对：亚丽

有
此
一
说

!"#$

!"#

!"#$%&'

()*!"#$%&&'()("(

!"#$%#&'()*+, % - !&&".

#*+,-.

/012345/6

/0123456789:;<=>?@

A;B6CD0E4FGHFIJKLMN OPQ4RE

STUVWLM9XYZ[\9]A^_F`a6bcdef

西安市张先生 30 年前曾到一
家专科医院看了精神科，此后他
在生活中和工作岗位上一直正常
生活。但日前在办理协议离婚手
续时，当地民政局工作人员得知
他这段经历后，要求他开具证明，
证明自己是“正常人”。（8月4日
《华商报》）

如果仅凭张先生30年前“曾到医
疗卫生机构咨询”这一说法，就断定张
先生患有精神病，这明显过于草率。

很明显，30 年前，西安市精神卫
生中心有没有确诊张先生患有精神
病，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当时确诊
了，张先生则不可以在民政局办理离
婚，只能由张先生的妻子，到法院起诉
离婚；如果30年前，医院并没有确诊张
先生患有精神病，那么根本不需要所
谓的“正常人”证明，民政局也不得拒
绝为张先生办理离婚。换言之，民政
局在决定是否受理张先生离婚申请之
前，如果对这方面有怀疑，应该自行调
查张先生是否患有精神疾病。

但在张先生的遭遇中，我们看

到，民政局并没有向医院查询相关病历
与确认，而直接就向张先生索要“正常
人”证明。说白了，民政局这是将自身
核实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工作，转移

给了当事人，让当事人自己来反证自己
是个正常人。很明显，这是一种责任转
嫁，其与“你是你”“你妈是你妈”等证明
一样，都属于奇葩证明！□刘鹏

最近，四川省通江县公开发布
了一则规范操办酒席的通知：通
知对操办酒席规范力度很大，除
了对国家公职人员酒席范围界定
进行规范外，还对农村和城镇居
民允许举办的酒席范围进行了界
定。其中办寿酒要求老人年龄 70
周岁及以上，每间隔 10 年可操办
一次(70 周岁、80 周岁、90 周岁、
100 周岁，以此类推)，还必须以身
份证或户口簿为准。（8月4日《成
都商报》）

四川通江县拟定规范酒席的文
件，其目的是塑造好的社会风气，这
种心情可以理解。但在具体拟定规
范性文件时，必须要坚持接地气和
不违反常识的原则。什么时候该办
寿席，虽然对公职人员来说，是一个
预防腐败的课题，但对普通民众来
说，却是一个移风易俗的引导工程。
政府可以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宣传

办酒席的好风气，却没有对民众做此
类硬性要求的权力。而这，正是公职
人员与民众的差别，不做区分地，对
两个群体执行同样的标准，削弱了文
件本身的威信。

退而言之，即便对当地公职人员
来说，这种操之过细的规定亦是不合
理的。整顿大吃大喝、随礼腐败之风，
中央层面已有八项规定。对于四川通
江县而言，可以在坚守既有的党纪国
法的基础上，制订更靠谱的细则。但
别出心裁，把什么时候办寿席也管起
来，是一种懒政。因为它至少说明当
地相关部门不愿意花时间与精力在日
常监管上。

“办寿酒须70 岁以上”逾越公私
边界，是对我们的一次提醒。办酒
席当然应该树立好的风气，也要尊
重民俗文化。但二者之间不是非此
即 彼 的 关 系 ，而 是 一 个 事 情 的 两
面。其实，说白了，让酒席之风不那

么猛烈，宜采取疏导的方式，而不是
指望一次就堵住这股风气的出口。
因为类似“办寿酒须 70 岁以上”，落
地起来实在太难。难道，每一个民
众办酒席，当地相关部门都要派人
去核查一番？

公共决策中有一种常见的误区，
一遇事儿就想着“一抓就灵”，而忽略
了社会问题往往需要细致工作化解的
常识，诸如酒席凶猛，它对公务人员来
说，的确是一个规范议题，但对民众
来说，是一个漫长的教化工程，如何
解决好这个问题，本就不是一个规
定的事儿。换言之，当地相关部门
与其忌惮酒席凶猛，不如多接地气，
学会怎样以常态监管推进公职队伍
的作风建设，怎样通过培育健康的
社交文化，淡化大操大办的风气。
而这比“办寿酒须 70 岁以上”显然要
更为靠谱。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微话题@
“周五下午+周末”
这样休假咋样？

近 期 召 开 的 国 务 院 常
务会议提出“推动各地落实
带薪休假制度”。这是今年
以 来 我 国 官 方 第 五 次 公 开
强 调 落 实 带 薪 休 假 。 根 据
政策信号，未来将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和单位，在夏季灵
活安排工作时间，使职工周
五下午与周末时间相结合，
实现小短假。你怎么看？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07版）

甲方

解决休假难的一种新思路

@刘昌海：诚然，“小短假”
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也不
一定是解决职工休假问题的最
好办法。但即使能够解决一部
分人的休假问题，也已经难能可
贵。更重要的是，它为解决休假
难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木须虫：每个行业每个
企业都有自己的特点，生产与
服务有旺淡之分，每个职工休
假的取向也因人而异，有人为
了旅游、有人为了探亲。推动
带薪年假的执行，离不开“忙里
偷闲”的微观操作。一定意义
来说，把带薪年假“拆零”，分时
分段休假，更灵活、更易于掌
握，达到企业与劳动者利益的
契合。这也是倡议“小短假”的
意义所在。

乙方

只是画饼看上去很美

@江德斌：目前带薪休假
落实率约为 50%，说明还有一
半左右的单位、企业没有落实
政策，导致很多劳动者望洋兴
叹 ，知 道 带 薪 休 假 制 度 的 好
处，却享受不到这项福利。可
见，政府在推出灵活休假模式
时，应将主要工作重心放在执
行力上，监督抽查各级单位、
企业的落实带薪休假的情况。

@王传涛：“周五下午+周
末”只是画饼,员工地位太弱，老
板不休，也几乎没有办法。谁会
为了周五休个下午花大力气维
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小长假只
能是看上去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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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要证明自己是“正常人”，敢问：你正常吗

“办寿酒须70岁以上”
不接地气的懒政样本

顾培利 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