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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人格互尊”视作“下跪执法”
□司马童

格微评论
新闻：2011年6月，研究生吴

恒创办的食品安全网站“掷出窗
外”上线。网站首页的中国食品
安全问题形势图显示，2004年全
国有 4个食品安全严重区域，
2011年发展为11个。吴恒的食品
安全报告称国人“易粪相食”，每
个人吃的都可能是垃圾，在食品
安全问题中，没人能独善其身。
(央视 5月6日)

微评：网站能活多久，真不好
说，去年“我行贿了”类网站的命
运，或许就是前车之覆。

新闻：5月6日下午，浙师大研
究生院的一名女职员蒋某，因13

岁的儿子赖床不愿吃早餐，将其
掐死在家中。据了解，孩子的父
亲也是浙师大的职工，事发时正
在给学生上课。警方向记者确认
确有此事，具体案情仍在进一步
调查中。(《青年时报》 5月7日)

微评：无辜的孩子，可悲的
父母。

新闻：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年
死于心脏性猝死的人数多达55

万。也就是说，每天至少1000多
人猝死。中青年人猝死比例不断
上升引发关注，专家表示，这与
过度劳累、压力等各方面有关。
(《长沙晚报》 5月6日)

微评：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你
知道是什么吗？人没了，钱还在。

新闻：有微博称今年湖南高
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中体育专
业评委刘一兵教授为方便老师
们送钱，在新天宾馆开了套间并
广而告之。湖南省教育厅目前已
终止涉事的一名教授2011年度高
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专家资格。
(《渤海早报》 5月6日)

微评：刘一兵教授，据说很守
信用，没办成还退钱，假如属实，
还真得为这样的“诚信”喝声彩。
当然，对刘教授的没廉耻，对当下
的高教，我们还是不敢苟同。

5月1日，济南一名城管要对
一位抱着三四岁孩子的女商贩
扣留时候发生争执。争执中女
商贩抱着孩子给城管下跪 ,城管
见状也向女商贩跪下。事后城
管称，下跪是为了与对方“平等
对话”,也怕对孩子心理产生不
良影响。(本报5月6日报道)

这又是一条“网上流传视
频”引热的报道。暂且把那名城
管的事后解释放在一边，笔者
突然跃出一个念想：假如当时
抱着小孩的女商贩跪下后，涉

事城管不知所措地呆呆站着，
看到视频的公众又将如何“解
读”这一幕？

毫无疑问的是，城管与商
贩互跪，不必灵光一闪地将其
归纳为“下跪执法”，这纯粹只
是 一 种 条 件 反 射 的“ 人 格 互
尊”。

的确，近些年来，围绕着城
管与摊贩，媒体报道相继冒出
了琳琅满目的“执法名词”。譬
如“围观执法”、“眼神执法”、

“温柔执法”等。而事后稍作分
析，便不难想到：执法就是执
法，哪来这么多的“花色品种”？

回到济南的那段“热传视
频”，尽管城管与商贩的“互跪
对话”，未必是和谐管理的美妙
注脚，但笔者还是十分认同和
欣赏那名城管的“实话实说”：

这样的“应声而跪”，没有太多
的“理论出发点”或“执法新名
词”，不过是出于朴素的“平等
相待”和“别吓着了孩子”。

别把“人格互尊”视作“下
跪执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往往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因为，
在有些管理者的头脑里，“执法
名称”有能力“创新”得千奇百
怪，而偏偏在“人格互尊”这条
最应牢记的管理底线前，常常
犯起了糊涂、失去了坚持。

多一些实打实的将心比
心，少一些乱贴金的自我美誉，
城管与商贩的关系，就不会如
水火般难以相容和相处。从这
个意义上说，济南城管的“互跪
对话”，虽然总结不出什么“执
法新词”，倒也真的值得有所参
照、有所思考、有所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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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为了高考，孩子们吊着点
滴还在学习。但高考后进了大学
后呢，却是很少看到有这么“不
要命”学习的场面了。拼命的高
中生，休闲的大学生，决定了我
们许多大学生出了校门都不知
道能干点啥。(朱成方 媒体人)

●贩酒者在酒中兑水古来
有之，但在酒中投毒就是冲破了
底线，现在许多行业都出现了冲
破底线之举。对于大众而言，需
要信仰理想教育，但是也需要强
调底线教育。(近日著名学者易中
天的“教授不能跟学生抢女朋
友”一说引爆网络，6日，他表示，
那句话是他在特定场合特定语
境之语，不宜误读)

●最近几天，杭州、宁波接
连上演“房闹”事件，而导火线都
是房价下跌给老业主造成巨大
的经济损失，开发商拒绝补偿差
价。至今，诸如此类事件在杭州
已经发生近20起。房价下跌引发
的“房闹”事件正在社会秩序、信
用关系和司法秩序方面，危害逐
步显现出来。(董藩 教授)

●《甄嬛传》中的最后，荣华
富贵都是空，逼得把真情变成假
意，又把假意装做真情，人的世
界只剩下勾心斗角。观众如此有
共鸣和兴趣，或许是因为它确实
象征了我们的某些生存状态。(网
友qqi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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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读者付黎明：读了《今
日烟台》C04版《考驾照要多
掏二百元钱了》一文，感受
到油价上涨了，学员学车的
费用也水涨船高，总之驾校
不担心，买单的全是学员。
有的驾校学员多，也跟着

“油价涨了”的引子而提高
学车费用。真希望学车费用
涨价的脚步走得慢一些，让
我们这些微薄的工薪阶层
都能够学的起车，而不是望
着快速向前冲的高昂价格
望而却步。盼望着。

读者韩飞：现在很多驾

校实行人性化管理，学车不
到一个月就可以参加考试，
学时是小事，只要交钱学时
不是问题。因而大家称“驾
校是马路杀手的温床”并非
空穴来风。高额的学费培养
出来的却是马路杀手。“收
多的钱，办多的事”大家都
能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收
了钱也没办好事，谁都不能
理解。驾校涨价如果真是改
变教学模式，培养学员习惯
的需要，相信这钱也收得
值，但怕的是钱收了，什么
都没变，反而培养出更多的

马路杀手。
读者孙行者：驾培费用

的上涨主要是由供求关系
和成本上涨造成，从整体上
看是合理的。轿车在城市家
庭普及，学习驾车的人明显
增多，驾管部门对名额又有
控制，供给少、需求多，本身
就会引起上涨。

读者王利：驾照考试又
涨价了，真后悔没早点报
名，这油价一涨，啥都跟着
涨，郁闷了，有专家说白菜
涨到那么高的价钱，和油价
上涨也脱不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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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北孝感一中高
考班学生复习时集体打吊瓶
一事引起热议。孝感一中称，
学生打的是补充能量的氨基
酸，且此举为国家规定，高考
生有氨基酸补贴。有知情者
称，用氨基酸补身体是骗人
的把戏，要么是学校没常识，
要么背后存在利益集团。湖
北教育厅表示，已介入调查。
(《京华时报》)

点评：这不是人生道路
上的极限拼搏，而是自我摧
残的走火入魔。氨基酸补充
的哪里是身体的能量，分明
是虚幻的精神支撑。

停停涨价的脚步，等等你的学员吧


	J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