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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围观王石，不如思考婚姻是什么

□本报评论员 王昱

王石婚变的事沸沸扬扬
地闹了好几天，另一位地产
大亨潘石屹起初还在微博上
出言调侃，昨日却被网爆私
生女已经7岁了，后虽有任志
强出面辟谣，不过事件本身
倒又一次应验了“热闹看多
了终成杯具”那句话。

从小明星到大地产商，
从王石到潘石屹，王石这场
婚变，俨然有发展成一场全

民狂欢的趋势。“不相信爱情
了”又一次成为人们的口头
禅。其实王石是地产商，不是
传教士。他离个婚触动不了
多少人的爱情观。使人们真
正产生焦虑的，是这个事件
令人联想到的中国婚恋结构
的解体。婚姻还要不要以爱
情为前提？还要不要以从一
而终为追求的目标？抛开这
个事件本身的花边与八卦，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审慎思
考的问题。

曾几何时，信奉家和万
事兴的中国式婚姻是举世公
认的超稳定结构，然而，据民

政部201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
仅当年一季度就有46 . 5万对
夫妻办理了离婚手续，平均
每天解体家庭5000对。截止到
2011年，中国离婚率已连续递
增7年，“中国式离婚”已经成
为一个举世瞩目的现象。在
这样一个前提下，“爱情”还
值不值得相信，成为了越来
越多人心里发毛的问题。

中国人所以会对婚姻和
爱情丧失信心，和中国近些
年来的社会环境脱不开关
系。一方面，这些年来的社会
变化算得上是沧海桑田，不
少人在这种变化中别说爱

情，连自我的定位都迷失了。
婚姻的解体对他们而言，与
其说是在告别配偶，毋宁说
是在告别过去的自己。而另
一方面，社会各阶层差距的
加大，也让不少人觉得，与其
靠自己努力，不如直接与财
富和权力联姻来得更简便
些，这就是“嫁得好，少奋斗
十年”这一口号的内在逻辑。
有卖自然有买，广州近日爆
出“亿万富豪十城求偶秀”，
在富商们开列的条件中，从
相貌、学历到“女性的纯洁之
身”一应俱全，唯独没有感情
在场。婚姻到了这个份儿上，

已经不是有没有爱情的问题
了，而是有没有廉耻可言的
问题。

婚姻是什么，无非是感
情、忠贞和责任。当你把这些
东西一一细化的时候，你发
现它们其实都是爱情的衍生
品。恩格斯说：“没有爱情的
婚姻是不道德的。”其实，没
有爱情的婚姻也注定不会幸
福，基于感情的婚姻自由是
我们社会应当守护的底线。
对于那些选择“娶了权力”、

“嫁给金钱”的人来说，“宁愿
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
在自行车上笑”的确是他们

的选择，但要搞清楚，哭毕竟
是哭，笑毕竟是笑。

王石婚变，原因究竟如
何，是当事人的隐私，与公
众无关，作出什么决定，是
当事人的权利，我们更应充
分尊重。公众在这场地产大
亨的“家务事”中终究只不
过是围观者而已。但当这场
事件逐渐退烧时，给公众留
下的，绝不应该仅止于“不
相信爱情”那么简单。到底
是什么让我们不再相信爱
情？什么是婚姻中亘古不变
的东西？这才是我们真正应
该问的。

公众在这场地产大亨的“家务事”中终究只不过是围观者而已。但当这场事件逐渐退烧时，给公众留下的，绝不应该仅仅止于

“不相信爱情”那么简单。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不再相信爱情？什么是婚姻中亘古不变的东西？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问的的。

云南昭通市政法委主办的昭通政法网上出现了一张雷人的照
片。照片显示，摩托车失主给威信县公安局旧城派出所送上了“执
法为民”的锦旗，与照片同时发表的文章则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2012年10月25日，村民罗明芝夫妇发现摩托车被盗，旧城派出所民
警当天即抓住嫌犯，追回了摩托车。10月26日，失主给派出所送来
了锦旗。但这张照片却有明显的PS痕迹。事实上，同样一条新闻，
早在9月13日就发表在了昭通公安网上，当时配发的图片，与昭通
政法网上的所谓送锦旗图片场景完全一致，只不过，失主罗明芝夫
妇却被另外两个人的头像代替了，锦旗上的时间，也从8月改成了
10月。（本报今日A17版）

综合各种情况来看，昭通政法网上的这张所谓送锦旗照片，基
本上可以断定是PS的。消防队员一旁喷水、领导“冒雨视察”；用油
漆把荒山刷绿；悬浮照……如此肆无忌惮的造假，其实是一种政绩
注水。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却都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一些所谓
的政绩、一些所谓的功劳，是多么经不起深入调查。 赵勇/文

PS政绩

陈春鸣/画

事件观

□本报评论员 石念军

始于浙江温岭一幼儿
园女教师虐童案的公众舆
论仍在持续发酵。据《钱江
晚报》报道，当地一位爷爷
一天五次“潜入”幼儿园侦
查，直到确信孙子没有受
到欺负才罢休。这显示了
公众对于幼教机构和老师
们的极度不信任，但当一
两起简单案件被解读为整
个幼教市场甚至整支幼教
队伍都不值得信任时，我
们就有必要冷静下来思考
这些个案背后的真问题。

从食品领域到医疗行
业，在任何一个关系国计
民生的行业，但凡有极端
个案爆出，总会引发公众

对该行业现状的担忧，因
此，当幼儿园女教师虐童
案甚嚣尘上时，幼教行业
陷入一场公众信任危机也
就不难理解。这样的情形
有如死结一般的医患关
系，每有个案爆出，人们都
习惯性地将之当作整个行
业失范的“又一罪证”。

但个案就是个案，它
揭示的是“行业问题”，而
非“问题行业”。尽管温岭
虐童案的情节令人惊诧，
但并不能改变其孤立个案
的性质；尽管当下的幼教
市场存在诸多问题，但从
个别老师的错误言行并不
能必然地推出其他幼儿老
师也是如此。我们要相信，
绝大部分幼教工作者在日

常工作中是勤勤恳恳，也
是有爱心和责任心的。以
那家被爷爷一天侦查了五
遍的幼儿园来说，如果该
园的老师们知道自己如此
不被信任，该是多么失望
与委屈。如果家长和幼儿
机构之间长期互不信任，
最终受害的不仅是幼教市
场，也包括幼儿和他们的
家长。

面对频发的虐童事
件，我们在对责任人进行
严惩的同时，更应从立法、
财政投入、教师培训等多
方面入手，做好基础性的
工作。只有当整个幼教市
场健康了，才能真正地还
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以安全
感。

□舒锐

近日，辽宁抚顺一家
企业员工李先生称其上了
一个月班，工资只有0 . 3 6

元。李先生还表示，因为
“单位替他缴纳了保险”，
他还欠单位2 . 64元。（本报
今日A21版）

前些日子，央视深入
基层对几千名不同行业的
人进行采访，提出的问题
都是“你幸福吗”，一时间，

“幸福”一词引发国人思
考。虽然幸福并不一定和
收入直接挂钩，但是员工
苦干一个月，得来的工资
却为负数，恐怕搁谁都难
以产生幸福感。

员工幸福感被剥夺，

源于用人单位对法律的无
视。李先生被原单位“劳务
输出”至上级单位，长期在
上级单位工作，也由上级
单位将其工资划到原单位
账上，再以原单位的名义
发放。李先生、原单位、上
级单位三方已经有了劳务
派遣之实，可以认定为事
实上的劳务派遣关系。

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
规定，李先生本应该和上
级单位员工同工同酬，享
受与他们完全相同的工资
和福利待遇，其中最基本
的待遇就是所得工资不得
低于全市最低工资标准。
抚顺市城区最低工资为每
月900元，但令人遗憾的是，
原单位和实际用工的上级

单位都没有按照这一标准
给李先生发放最基本的生
活保障。另外，根据《辽宁
省最低工资规定》，用人单
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的，由县以上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责令其限期补发所
欠劳动者工资，并可以责
令其按所欠工资的1至5倍
支付赔偿金。

可见，负工资的产生
在于用工单位对劳动派遣
制度和最低工资制度的双
重违法。而当地劳动监察部
门却仅表示，李先生可申请
劳动监察介入。公众更期望
看到的恐怕是劳动监察部
门主动出击，维护劳动者的
各项合法权益，而不是坐
等劳动者上门举报。

月薪三毛六，员工怎能幸福

“污名化”幼儿老师只会掩盖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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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书记晒财产，不怕作秀只怕不跟进
□张燕

10月30日，湖南汉寿县
政法委副书记张天成应网
友之邀，公布了家庭财产。
他称这只是个人行为。在
其公布的财产中，有老屋
七间，在其所在县城有一
套价值40万元的房产，女
儿出嫁共计给出22万元。
张天成在微博里表示，他
现在每月要还7 7 7 . 7元房
贷，因女儿出嫁还欠下4万
元。(10月31日《潇湘晨报》)

很多网友说张天成是
作秀，很难让人相信，一个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会如此
之穷。我想说，即便是作秀
也没关系，这样的秀不怕

他作，越多越好。从动议制
定《财产申报法》，到官员
财产申报制度在极少数地
区试点，用了20年之久，前
景还遥遥无期。现在有官
员因为网友的邀请主动公
开，难道不是好事吗？

两年多以前，也是在
湖南，长沙天心区规划局
局长张力向记者公开财
产，称家里现有五套住房、
两辆汽车以及数十万股票
投入，个人存款3万元。这
是因为此前，张力曾被人
冒名在网上公示财产，“隐
性工资”和巨额房产引发
质疑。正是因为被冒名，张
力才通过媒体公开其家庭
财产。可见，官员财产公开

对官员自己也可以起到保
护作用。就像张天成公开
了自己的财产，很多网友
不信，那自然就会去调查、
去核实。如果证明他的财
产经得起考验，这对于张
天成是个保护，更可以让
公众参与到反腐中去。

当然，我们无法奢望
每一个官员都靠觉悟去公
开财产。正如我们看到的，
很多地方的官员财产公开
试点人走政息、昙花一现，
究其根源还在于缺乏公开
的动力和明确的制度要
求。因此，不管张天成的动
机如何，他主动公开家产
的行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
作用，开启了一个好头。

孩子们，别怕！

频频发生的幼儿园教师
虐童事件，让我们把目光投向
一关门就听不见孩子啼哭的
幼儿园。毕竟，一个妈妈如果
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她就失
去了最后的体面；而一个地方
如果不能保护最弱势的儿童，
也一样失去了自己最后的尊
严和文明。

有多少失去安全感的孩
子，走出幼儿园，开始用仇视、
怯懦或自卑的眼神打量这个
世界？这关乎一个民族未来的
阳光与正义。对我们而言，仅
有心痛是不够的。抓捕一个颜
艳红，远不足以让我们释然。
只有从幼儿教育的制度规范、
财政投入和教师准入等诸多
方面，彻底堵住已经出现的漏
洞，才能还孩子以安全感。

只是，这可能不是一个短
暂的过程。而眼下，我们所能
做的，也许应该是动员家长和
社会的力量，加强监管，及时
清除不合格的幼师……

孩子，别怕，我们已经看

见了你的疼痛和眼泪，就不会
坐视不管。

(据《人民日报》，作者：李
泓冰)

泛政治化思维

导致“汉奸”满天飞

韩德强打人事件已过去
一个多月。但整个事件中的关
键词——— 即近年经常出现在
公共舆论领域的“汉奸”———
继续满天飞。值得注意的是，
除韩本人外，他的支持者、批
评者，都有人把“汉奸”帽子抛
向对方。和平时期滥用“汉奸”
一词，折射长期非正常政治生
态对语言的恶劣影响。

无论“汉奸”这个词是继
续沿用，还是用准确的法律术
语来取代，使用都要极其慎
重。一个社会，如果有人可以
听凭自己好恶对自己不喜欢
的言论随意冠之以“汉奸言
论”，对自己不喜欢的人随意
扣“汉奸”帽子，还以此为由大
打出手且不受惩罚，折射的是
这个社会在道德、法律方面的
严重缺失。

其间，起作用的是社会生
活政治运动化时期盛行的逻
辑：只要把欲攻击的对象进行
政治污名化并为权势所默许，
便取得不受法律和道德约束
而对别人采取任何手段的权
力。反过来，什么人一旦被打
上“敌对”的政治标签，正常社
会中每个公民可依恃的法律、
公序良俗的保护就失效了。

这个令人难过的现象提
醒人们：数十年泛政治化背景
下形成的劣质语言，对人心智
的影响不可小觑。长期浸润其
中，如果缺乏警觉，往往会在
不经意间就落入这种语言及
其思维方式的陷阱。

(据《中国青年报》，作者：
肖雪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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