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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2 日，四川省达州 3 名曾
在 2013 年因扶老人被讹诈为“撞
倒”的孩子获得 5000 元奖励。3 名
孩子扶老人后被指肇事并遭索赔。
同时，两名办理该案件的民警获得
了 3000 元钱的奖金。（8月25日《华
西都市报》）

围观因“扶老人”被讹诈事件，其拨乱
反正的关键在于事发之地有监控视频。
正义的回归也以公安机关介入，查清真
相，还小孩以清白为开始。从这个角度来
说，奖金只是一种善后措施。真正意义
上，为善行兜底还得依靠地方司法工作者
的积极作为，以法律为准绳，筑牢底线。
毕竟，不是每一起类似事件，都恰好发生
在监控器之下，倘若监控之外也发生此
类事件，执法工作者该如何应对？

这种忧虑并非无的放矢，近年来，
因扶老人被讹诈的事儿并不少。据《法
治周末》报道，“2013年10月，汕头两名
高三学生扶摔倒老人回家，结果对方却
要求两名学生担责并赔偿，最后学生家
长不得不赔了钱。”而百度一下可知，此
类扶老人被讹诈事件肇事者很少得到
应有的法律惩罚。此次四川达州案的

办案警方将老人以及老人的儿子行政
拘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然而，此案
之结局虽然皆大欢喜，但仍难以具备复
制意义，受限于老人年纪过大，四川达
州案的警方最终还是对老人免于行政
拘留，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处理很难
震慑此类群体。

“扶老人”被讹诈，当然需要奖励扶
人者，但也更需要法律来撑腰。首先，
应该明确的是，老人虽然年纪大，但不
是免于处罚的理由。一个扶老人被讹
诈事件，其带给扶人者的伤害并不轻，
假若讹诈成功，扶人者还要承担经济
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应该明确
此类情况，老人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
责任，在无法履行诸如行政拘留的法
律惩戒下，是否可以考虑以罚金替
代。其次，应加大此类违法行为的违
法成本，让讹诈得来的好处，抵不上一
次违法付出的代价，如此那些借助摔
倒牟取私利的人才会有所顾忌。再次，
一线执法者面对此类事件坚持执法公
正也很重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避
免误伤人们的善良。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日前，有读者称，武汉航海职业
技术学院东湖校区的新大门“撞
脸”清华大学校门，该座大门不论
是建筑样式，还是建筑雕刻、色彩
等细节上，都与清华大学“清华园”
校门神似。武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
回应称，当初在校门设计时选择了
欧式建筑，但没有想到会与清华大
学校门一模一样。（8月25日《北京
晨报》）

无独有偶，校门“傍名校”的不止
一家，据媒体报道，国内多所高校都存
在校门“撞脸”名校，湖北工业大学

“撞”武汉大学、东莞北大学园博雅外
国语学校“撞”北京大学……细看之
下，人家“被撞者”都是有历史、有文
化、有名头的“高富美”，而“撞人者”则

是一般学校，那么“撞脸”背后的“傍”
也就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诚然，
一“撞”之后，不仅让校门显得“高大
上”了，更是提高了学校的知名度，这
不就上新闻了吗？但是，与此相对的，
民众也可轻易从傍名校的校门背后解
读出学校本身的文化不自信，缺乏学
校办学特色和文化精神底蕴，因此才
只能靠美化的框架来支撑空虚的精神
内在。

之前曾有一些高校争相建豪华校
门，现今又有高校校门傍名校，何以我
国高校总在一个“门”上较真呢？正如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李保峰所说，越好
的大学其大门和校名铭牌越小，有的
甚至没有校名铭牌和大门，比如哈佛
大学、耶鲁大学、东京大学等。“山不在

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而学校只有有了“学问”才能真正让人
们仰视，否则再好、再大的大门也只能
引来嘲笑和质疑。

一味追求“大门”的学校是教育精
神的舍本逐末，是学风浮躁的表象。
航海职业技术学院希望与清华大学比
肩的志气不小，却应找准追逐的目标，
清华之华不在大门，而在于其对教育、
对学问认真探究的态度。如果航海职
业技术学院希望成为职业学院中的

“清华”，那么就要摆正自身教育理念，
以提高办学质量、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为己任，同样树立本身的学院文化特
色，培养创新理念，爱惜自身羽毛，放
下浮躁的追名逐利，方能打造出自己
那一份独一无二。□王琦

校门“傍名校”是舍本逐末

我国第一部反家暴法律草案进
入审议程序。草案规定，中小学、
幼儿园、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若
在工作中发现家暴或疑似家暴情况
的须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未按规
定报案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8月25日《北京青
年报》）

“发现家暴不举报将担责”如果成
为反家暴法律的一款条文，对于保护
家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会产生莫大
的积极意义。

一方面，可以赋予知情人举报家暴

的权利。长期以来，基于“不打不成器”
“棍棒底下出孝子”“夫妻床头吵架床尾
和”“家丑不可外扬”等传统理念，家暴
在国人观念里完全是家事、私事，外人
不便甚至于无权干预，只有家暴上升为
刑事案件，才会有公权力强有力地介
入。而一旦发现家暴不举报或将担责，
就向知情人赋予了举报家暴的权利，

“路见不平一声吼”就有了法律底气。
另一方面，也给知情人赋予了举

报家暴的义务与责任。家暴知情人除
觉得无权举报、不敢举报别人的家暴
外，也有不愿意举报别人的家暴的，因
为他们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

而“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井水不犯
河水”，坐视别人家发生暴力事件。对
这类漠视别人痛苦的知情人，就是要
用强制举报义务，让他们将别人的事
转变成自己的事，否则就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因此可以说，“发现家暴不举报将
担责”一旦成真，就能及时发现和制止
家庭暴力，尤其是能更好地保护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合法权益。比如在南京养母暴打男
童案中，有一个细节，一直被人们所津
津乐道——男童学校教师报了警，警
方介入调查，男童得到了保护。而另

有个别受虐待的孩子，在长达数年的
时间里，知情人虽知情，却没有人报
警，让人痛心不已。

当然，要让“发现家暴不举报将担
责”产生实效，就需细化该法规，比如
造成哪种后果，应承担何种法律责
任。有专家建议：教师、医生等是有执
业资格的，应将不举报家暴的法律责
任与其职业生涯挂钩，增加撤销执业
资格的处罚；还应将村委会、居委会纳
入到强制举报主体，他们是基层群众
组织，对家暴负有劝阻制止责任。确
立好基本规范，方能推动问题的解
决。□何勇海

“不举报将担责”让反家暴更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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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老人”靠奖金撑腰
更要靠法律撑腰

清华大学校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