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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声音

焦点时评

“常回家看看”入法

不足以抚慰“空巢”老人

据媒体报道：2011年1月1日上
午，小学生仿真城市“天府小城”的

“公务员”考试进行。在笔试环节中，

那些回答“想当官”的小学生被淘

汰，而回答“锻炼自身能力，为更多

人服务”的小学生，则进入到面试环

节再PK。

回答“想当官”的，听起来很庸俗，

但却可是很真实的，世上很多人都想当

官；回答“为更多人服务”，听起来很崇

高，却可能是老师教就的，只能这么回

答。到底哪个答案，更为标准，更为合

理，似乎可以讨论一下。回答“想当官”

的，长大未必当了贪官；而回答“为更多

人服务”的，长大也未必就是清官。所

以，回答动机之类的纸面答卷，不必看

得太紧要，何况是一场孩子的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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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工作已基本完成，民政部将于近期上报国务院法

制办。据透露，子女“常回家看看”已写入修正草案。 (1月5日《新快报》) □治平

被关进精神病院14年的湖北竹溪男子郭元荣终于出院了。十堰市宣
传部门称，此事是由彭宝泉等人虚构郭元荣女儿卖身救父，诱导媒体和

网民关注，从而把事情搞大，是一种欺骗行为。 (1月5日《新京报》)

一首《常回家看看》令多少“空巢”老人潸

然泪下！一些老人，为了争得被自己亲生儿女

“常回家看看”的权利，竟上诉法庭，法官虽表

同情，却因相关法条阙如而爱莫能助。如今，

老年人的这一权利入法，也就意味着，今后法

院遇到此类诉讼，可以受理立案。

新闻中没有说明，法院介入此类案件，对

儿女“常回家看看”的义务，是敦促劝诫呢？还

是强制执行？推敲文意，似乎应为前者。若不

“常回家看看”的儿女，屡教不改之后，仍遭受

不到任何惩戒，则孤独的父母即便赢得了官

司，可能也仅是收获了一张法律白条，儿孙承

欢膝下，仍然是日盼夜盼的梦——— 失去了强

制性，尽管有法律的威仪，法条终将流于说

教。

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孝风浓烈，除了

官学朝野的提倡，还由于不孝之人除了在

日常生活中会遭受严厉的道德谴责，还会

在诸如科举、仕宦等方面受到实实在在的

封杀。当今社会，我们既然下不了决心学

习古人在孝方面的“隆礼重法”，则“空巢”

老人的孤独和苦闷也难指望靠一种劝诫

性的法条得到纾解。

事实上，古典意义上的孝道之凌夷，

不仅现于儿女不“常回家看看”一端，也不

仅由于儿女普遍没有孝顺心。现代社会，

与古典中国社会形态迥异，由于交通、通

讯的发达，地球已然成“村”，人们普遍地异

地求学、供职、创业，由配偶及未婚子女组

成的“核心家庭”从传统大家庭中剥离，并

渐成潮流，“空巢”老人问题，成为所有国家

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社会问题。作

为人子，我们当时时检讨自己的孝心;作为

老人，也当明白，古典之孝道，面临现代化转

型，更要明白，单靠儿女孝道及转型，仍然无

法彻底解决“空巢”老人的问题。

因而，要舒缓“空巢”老人的心理，更给

力、更具有方向感的是修正草案的另一些

变化。比如，将“社会照料”独立成章；规定

“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为80岁以上的老年

人发放高龄津贴”……其核心意义是，将传

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向“社会养老”转变。

这意味着有着5000年历史的“养儿防

老”传统观念的改变，虽不温馨，但在无奈中

也只能看着它渐行渐远。

标准答案

“民女卖身救父”是一出黑色幽默
策划“卖身救父”的噱头到底是不是欺

骗，自有公众评说，我感兴趣的是，此次策划

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一桩14年的冤案，其间

虽经家人无数次营救，均告失败，当被害人

郭元荣本人也安于精神病院生活时，一则寥

寥数语的网帖，却将其成功地营救了出来，

这也太可玩味了。

从报道中获知，其实彭宝泉他们的营救

计划并不那么顺利。开始时，他们在天涯论

坛和自己的博客中发帖子，希望引起媒体和

网络的注意，但失败了。他们也曾找过媒体，

记者们觉得没有新闻点，不予报道。在被逼

无奈的情况下，他们给郭元荣虚拟了一个女

儿“郭寒韵”，今年24岁，教师，特别注明“姿

色尚可，至今守身如玉”，这样，才使其跻

身“热帖榜”，引发网络和媒体的广泛关

注，于是才有了上述皆大欢喜的结局。

策划是要讲创意的，这则“卖身救父”

的帖子的创意就在一个“色”字上。策划者

太懂得公众的审美取向了，所以特意在帖

子中列出几个关键元素：年轻美貌，有文

化等。有了这些元素，就具备了吸引眼球

的条件。在“卖身救父”新闻层出不穷的当

下，如不能在帖子中加入一些情色元素，

估计也成不了热帖。

此刻，公众已经恍然大悟：郭元荣“被

精神病”14年的沉冤，最终还是靠一则虚拟

的情色网帖给昭雪了。这样一出黑色幽默

是否够格入选吉尼斯世界大全？

对此，有论者撰文不予认可，理由有

二：一来这种不诚实的行为会留下隐患，伤

害网络维权的信誉；二来这样的做法也只

能仰仗运气，不具有可复制性。

暂且不论是否只要目的高尚就可以不

择手段，我只认准一个死理，即在一个正常

人随时有可能被送进精神病院的社会里，

一个有正义感的公民用非常规的手段实行

自我拯救或拯救他人，往往是迫于无奈。此

时，道德只是奢谈。

□王学进

■打工挣钱，天经地义！任何一个企业

都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你拖欠工资，良心

何在？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

民在年终工作会议上“发飙”，他面对全国几

十名厅局长的发问说

■我也是受害人，还想把我怎么样？

——— 妻子脑死亡仅7天，赖以呼吸的呼

吸管就被丈夫拔掉。近日，深圳“拔管杀妻”

案主角文裕章被判缓刑出狱后与记者对话

时说

■人穷志不穷，缺钱不一定就缺德。

——— 重庆万州有一位当“棒棒”的老人，

有一天他接了活，帮人挑两包羽绒服。后来

和雇主走丢，他就在寒风中苦寻雇主达五天

之久，现在仍未找到。他说哪怕是当“棒棒”，

讲的也是诚信。他要告诉鄙视做苦力的人

■已加强监督，绝不让邮件飞。

——— 近期，媒体曝光个别快递公司“暴

力分拣”，国家邮政局2010年12月31日下发

通知，严禁邮政企业野蛮分拣，严禁“让邮件

飞”。北京邮政EMS4日表示

■我家是国家安全局的。

——— 近日，一段称为“北京版李刚门”的

视频被各大网站转载。视频显示，海淀区华

熙乐茂太平洋百货东门，一名男子因停车纠
纷殴打保安，并大喊

■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

情、“敏感”话题，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

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很多老百

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

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

———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近日接

受媒体采访时说 (南鲁 整理)

一周言论

世相眉批

第三只眼

“假离”,当心赔了夫人又折兵

2010年，浙江宁波离婚人数再创历史新高，

共有13831对夫妻到民政部门办理“分手”，比2009

年增加了1066对。不过，记者发现，这其中不乏一

些受楼市“限购令”影响，为买房贷款而假离婚的

人。(据《现代金报》)

买房为什么？为结婚。离婚为什么？为买房。

听起来，像是绕口令，其实也纠结。不离吧，可能
贷不到款；假离吧，款有望贷到，可就是玩了一把
婚书的神圣。也许到手的老婆或老公不会飞，而
贷款却可能飞。如此的一种功利，当然难以做个
是非评价。怕就怕在，有必要时就可以离一把的
游戏，一旦玩失手，就怕赔了夫人又折兵。

“限购令”之类的政策，本是调控楼市的头疼
医头的临时措施，对平抑楼价并未起多大作用，

却无意中“拆散”了市民的家庭，意料之中，又似
意料之外，为百姓增添了幽默的谈资。 (杨宛)

“老总”泛滥满足谁的需求？

头衔在现今显得越来越重要。调查显示

96.9%的人感觉当今社会“头衔通胀”现象普遍。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不少公司

无力支付员工更多的薪水，就给他们提供晋升的

机会，以此留住员工。现在有的大学生热衷在名

片上印上各种头衔……(1月4日《中国青年报》)

社会交往好比打扑克牌，你出小他出大，你
出Q，他出K，只要出的牌大，就处于主动，决定了
下一步游戏进展。也因此，曾有一小品，甲乙两人
在火车上以名片头衔当扑克牌，进行了一场“头
衔”竞赛，让人忍俊不禁。

既然现实交往中，人人看中头衔，有些公司
就弄出了一总经理几十个副总经理来，而且，一
个总经理之下，还有若干总经理，实为部门经理
是也。而所谓部门经理云云，有时竟不过是一小
小业务员，哈哈，实而虚之，虚而实之。

真是应了赵丽蓉小品所说的“远看群英荟
萃，近看萝卜开会”。大家都在膨胀自己和膨胀他
人的虚荣中寻求一点点满足。 (丫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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