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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鼠标标少少年年””的的烦烦恼恼
本周网络舆情呈现较为趋缓的

趋势，重点关注社会话题。舆论持续
热议十八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振奋人
心的改革，更关注何时推出落实的

“时间表”。网络舆情则再一次聚焦
“帮扶老人”的社会性话题，四川达
州“讹人老太”和陕西西安“抢座老
人”形成舆论热点，引发了社会化媒
体中针对“坏老人”的舆论关注。

用制度守护敬老良知

本周舆情热度最高的事件是
“达州三名儿童搀扶老太被讹”事
件，热度最高的单条网络新闻是：

“四川达州警方回应小孩扶老人被
诬陷：老人系自行摔倒”。相关话题
成为本周热点话题排名第一位，互
动社区中有至少100万网友参与讨
论和超过10万条网民评论。

针对网络曝光“三小孩扶起摔
倒老太婆，反被诬陷索赔”，达州市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证明伤者蒋氏
系自己摔倒，并认定蒋氏母子的行
为属于敲诈勒索，对蒋氏行拘7日，
对其子行拘10日，并处罚款500元。

这起老人讹诈的处理，其警示意
义让网民拍手称快，媒体在梳理了近
年扶老人的“寒心事”后称赞这次是
用法治激励善举。《京华时报》评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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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天府早报》评论也认为应该“让讹
诈者付出法律代价”，媒体认为道德
约束并不是对所有人有效，闯过道德
的底线，必须由法律来规范。

在网络媒体配合“达州讹人老
太”的新闻调查中，“80%网友称遇老
人跌倒不会扶”的调查结果击穿了社
会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不敢扶老人”
成为了社会的一道暗殇。摔倒讹诈者
屡屡得逞，使得负面事件的示范效应
被网络空前放大，让本就很脆弱的社
会信任雪上加霜。此次达州讹人老太
被依法拘留是以法律的名义扶起被
讹诈的童心，在未来，则需要用更完
备的制度守护好敬老良知。

尊老与爱幼应是良性互动

与“达州老太”热点并列，本周
西安“抢座老人”也成为网络舆论的
关注点。网友@该是时候发布长微
博，称和一名女同事搭乘202路公交
车上班，一名后上车的老人向她们

“索要”座位，觉得受到了侵犯，同事
并没有让座，没想到老人竟然口出
脏话，还一屁股坐在了女孩身上。

该事件经《西安晚报》报道后，
网络讨论热烈，相关微博数超过十
万条，话题相关舆情热度随之迅速
攀升，相关网络新闻超过1500条。

“公交抢座、跳舞扰民、讹诈学
生”，舆论呼吁在尊老的同时，应严
厉谴责为老不尊的现象。人民网评
论认为只要求别人尊重，而忽视自
己的行为举止文明与否，不但换不
来尊重，反会招人讥笑。何况，让不
让座，关乎个人涵养，却非必然的义
务，硬要“暴力”索求，只会适得其
反。即便老人，也不可倚老卖老，尤
其是在公共场合，老人更应有长者
风范。《郑州日报》评论认为，老人坐
在女孩身上与个别老人为老不尊有
关，也与老人缺乏家庭关爱有关，为
了寻找刺激而做出有损老人形象的
事，当然，也有触犯法律的嫌疑，应
由法律来解决。

尊老爱幼应是一种良性互动，
共建尊重和信任才不会让善行落
空。互联网放大的舆论事件一次次
冲击“尊老爱幼”的传统道德堤防，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个别恶性事件不
应该成为行善的绊脚石，也不会改
变社会向善的社会风气。建立尊老
与爱幼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打开网
上对抗的舆论心结。

(作者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
任分析师)

法治激励善举
制度守护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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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罪与罚
11月18日，律师游飞翥发

布微博称：“今晨，甘肃天水杨
同学就读的学校以各方面压
力太大为由，禁止鼠标少年进
入教室。望各界关注帮助！”此
文一出，随即引起轩然大波。

20多分钟后，甘肃省教育
厅微博迅速回应：“已关注。我
们已责成天水市教育局立即核
查。接受义务教育是每一个公民
的权利和责任，学校的根本任务
就是教书育人，只有不会教的
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19日上午，该官微又发微
博称：“在对事情的全过程调
查了解后，秦州区教育部门表
示，在尊重杨某及其家长意愿
的前提下，本着对孩子负责的
精神，杨某可在秦州区育生中
学继续借读，并需补办正式借
读手续，也可返回原张家川县
张家川镇中学就读。”

杨辉得以重返校园，他再
次感谢“全国网友的支持与声
援”。他已经习惯了如何捕获
网友的声音，受人注目，他也
不再有陌生感。

21日晚，杨辉坐在出租车
后排，依然被司机一眼认出，

“这不就是那个学生么？”“前
几天没剪头发的时候，更容易
被人认出来，现在剪了头发还
好点了。”这个16岁少年没想
到自己现在这么火。

杨辉的人生轨迹在9月份
被彻底改变。9月14日，甘肃的
国家级贫困县张家川发生一
起命案，路过案发现场时，杨
辉随手拍了几张照片，传到了
QQ空间，并附上了几句话。就
是这么简单的举动，让他被警
方刑拘，也让杨辉和张家川迅
速成为舆论风暴中心。

9月23日凌晨，等到被当
地警方释放，杨辉才发现自己
的世界已经变了模样。“第一
次听到电视台和广播里在说
自己的名字，当时还是很激动
的。”虽然当晚因天气原因，迎
接他走出看守所的只有几位
坚守到凌晨的记者，但第二
天，他右手举V的照片迅速在
网络世界传播。

作为符号的杨辉成了公
共事件。很多人给杨辉贴上公
民标签，将他被拘留解读为公
权力越界，而从刑拘改行拘，
又被认为是公权力及时纠错。

有人开始追问杨辉对时
事的洞见和对公共事务的看
法，但他显然还是个孩子，无
法撑满成人社会期望赋予他
的公众形象。

杨辉的微博并不犀利，相
反，他在评论河北承德一学校
百余人斗殴时说：“规模之大
让我们这些晚辈跪地膜拜。”
而在9月29日，他还亲自参与
了一次小规模的斗殴，这也让
他的形象在出名后第一次引
来巨大争议。

杨辉回忆，那天下午，在
当地另一所初中阿阳中学受
到同学欺负的表弟李奇找到
自己，希望自己能去摆平。下
午上了一节课后，杨辉就打电
话叫来了一位社会上的朋友，
与李奇叫来的4个朋友一起，
到阿阳中学与多次殴打李奇
的一伙人交涉，双方很快升级
为武斗，杨辉还揪住对方的一
个人拉进厕所，“扇了他两巴
掌”。

网络上的批评随之而来，

人们再次翻出了杨辉曾参与
偷盗摩托车的旧事，他就是一
个问题少年，肯定当不了“中
国好少年”。

“时事控”
事实上，杨辉自己也说，

他就是喜欢在网络上参与社
会热点讨论，抨击社会丑恶。

7岁时，杨辉就被父亲接
到北京读书。彼时，杨父在北
京开了一家牛肉面馆，将家人
都接到了北京。这个敦实的西
北汉子谈起9年前的这次举动
时说：“当时想着是让孩子接
受更好的教育，接触一下外边
的世界。”

为了锻炼孩子的毅力，杨
父经常带着两个儿子去爬香
山，并特别注重对杨辉的思想
教育，“在北京的时候，我经常
教育他，你生活在红旗下，一
定要爱国。”

大约从杨辉读小学三四
年级开始，杨父便要求杨辉每
晚坚持看新闻联播。“我也喜
欢跟朋友们谈论国家大事和
热点问题，杨辉就在一旁听，
这可能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
的影响。”杨父说。而就在记者
采访过程中，父子俩还插空讨
论起钓鱼岛问题。

杨辉说，“每天看新闻，还
经常听到大人们讨论这些问
题，我也慢慢地对政治、社会
产生了兴趣。”四年级的时候，
他有了属于自己的电脑，作业
之余，让他有机会从网络上接
触到海量的新闻内容。

随着年龄增长，杨辉与同
学的时事话题也逐渐增多，讨
论社会热点甚至成了他们之间
互相“炫耀”的资本。“平时经常
上的是各大门户网站，看新闻联
播和焦点访谈比较多，我还是喜
欢看正能量的新闻。”

不过，从初二开始，杨辉
关注起负面新闻。“私下里我
们会讨论腐败问题，揭露社会
的黑暗面”。遇到不知道的事
情，他还会赶紧回家查资料，
弄清来龙去脉。

对于那些负面新闻，杨辉
经常言辞激烈，但他也说，“掺
杂的感情因素更多一些，是非
观并不是那么强”。

返乡“京二代”
今年2月，考虑到以后无

法在北京参加高考，杨父思虑
再三，决定把杨辉送回老家张
家川。在此之前，杨辉已经有3
年多时间没回过老家了。

“杨辉也不乐意回来，毕
竟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对
家乡已经很陌生。”杨父说，最
后杨辉的姑姑给他买了苹果
4S，杨辉才同意回去。

在张家川，杨辉跟爷爷奶
奶住在一起，担心孩子生活，
杨父每月给杨辉1000多元生
活费，“我不能在这陪他，所以
只能在物质上满足他，别让他
吃苦。”

离开北京，只身来到闭塞
的小县城，杨辉发现，自己与
这里格格不入。他说，自己跟
身边的同学几乎没有任何共

同语言。“在北京，我跟朋友能
讨论各种社会话题，大家聚在
一起，吹吹牛。但在张家川，我
找不到一个可以一起说这些
话的人。”在杨辉眼里，他的同
学要么只会学习，要么只会玩
游戏，他只好选择在网上发表
自己的看法。

张家川的落后显然跟不
上见过世面的杨辉的节奏。作
为天水市五县二区中最落后
的一个县，张家川的支柱产业
是农业和畜牧业，六条路撑起
了小县城的骨架，街上跑的是
数量繁多的红色三轮车，完全
无视红绿灯的存在。

满嘴的京片子让杨辉成
为异类，在同学眼中，这个北
京来的同学，显得很“阔气、仗
义”，他经常借钱给他们，“10
块、20块的根本不用还”。学校
一位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他
们能看出杨辉“心高气傲”，

“每天上学放学，看他跟同学
走在一起，就能看出不同来，
带有大城市的痕迹”。

远在北京的杨父每天都
要打电话询问儿子的情况，

“我能感觉到杨辉的变化”。班
主任范爱宏也说，“刚来的时
候(杨辉)还挺乖的，不爱说话，
做作业也认真。但后来就学会
应付了，作业也写得潦草。”

杨辉觉得自己慢慢找准
了当地生活的节奏。“在这个
地方，学生打架是经常的事
情。我曾经在厕所里看到10多
个学生围着一个学生打，但目
睹了这一幕的老师并没有去
阻止，而是默默离开。”他以为
在这儿是理所当然的，他也学
着去网吧，一到周末，他会把
衣服送到当地的三姨家中，坐
上一会，然后就去网吧泡一两
个小时。

杨辉感觉精神上太空虚
了，他再也受不了这里的生
活，在升初三的考试时，他跟
父亲要求回北京，但杨父并不
同意，杨辉就把苹果手机贱卖
了，自己买了车票，试才考了
两门，就坐火车回到了北京。

9月份开学，留京不成的
杨辉再次回到张家川，开学不
久，便发生了那场全国关注的

“鼠标少年”事件。
如今，一切还远未尘埃落

定。19日，杨辉重返校园，但杨
父对儿子并不放心，他在杨辉
就读学校附近租了间6平米大
的房子，简单地摆了一张床。

“过几天得买个电暖器，
屋里太冷。”杨父说，经历了两
个月的风波，他和儿子都很疲
惫，等这段风波过去，让妻子
来陪杨辉，自己要回北京继续
开自己的小面馆，而最令他遗
憾的是，杨辉的成绩也在此间
一落千丈。

谈起未来，杨辉说，他近
期将不再染指微博，只希望能
赶紧静下心来，好好学习，应
对明年的中考。“我爸想让我
考天水一中，这里最好的高
中，但我想考到中央民族大学
附属中学，回到北京。”

对于成人世界附加在自
己身上的东西，杨辉似乎想明
白了，“我还只是个学生，学习
才是最重要的事”。

甘肃张家川鼠标少年杨辉还没能回到正常的生活。
18日，已转学至天水育生中学的杨辉被校方禁止回校上课。就在本月中旬，杨家就警方此前的拘留

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后，校方曾多次对杨父坦言“压力很大”。
今年9月，初中生杨辉发微博质疑张家川县城发生的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成为两高对网络言论的

司法解释后，全国第一例因微博转发500次以上被刑拘的人。自此，这个少年就以非正常的方式被推向
了舞台中央，甚至多多少少还被解读出了公民的影子。

本报深度记者 赵兵

杨辉在认真写作业，他已经剪去了头发。
本报深度记者 赵兵 摄

杨辉走出拘留所后的V字手势在网上广为流传。（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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