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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话题：

本报9月4日报道了《立新菜市场升级改造迎居民》的新闻。在市中区像改造前的立新菜市场这样临
近小区，随意搭棚的菜市场还有不少，经营秩序乱，进出通道堵，而且卫生环境相对较差。这种流动菜市
场多为临街摆卖，无管理秩序，是定期专项整治，还是应该统一规划？您对此有啥意见？欢迎讨论！

“街谈巷议”是榴下谈开设的民生评谈说

理栏目。从现在起开始征集民生热点话题，如
果您想发起话题或参与讨论就请加入我们吧！

行孝也要与时俱进
葛 胡乐浩

最近，新“24孝”行动标准发布，新标准
包括“节假日带孩子一起与父母共度、亲
自为父母做饭、教父母学会上网”等内容。
新标准启示我们，行孝既要继承传统，又
要有所创新。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有著名的“二十
四孝”，千百年来，它为我们国人行孝提供
了范本。时至今日，“二十四孝”的故事依
旧广为流传，可谓家喻户晓，一代又一代
中国人身体力行。不仅如此，历代社会名
流在这些方面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著名
的《孔子行孝图》，给我们描绘了作为一代
宗师的孔子，不但教育我们如何做人，而
且躬身践行，在如何尽孝道上为我们后人
做出了表率。当年鲁迅先生在世时，每次
出门前都要先到自己母亲屋里道声别：

“阿娘，我出去者”，回来后第一件事也是
先走进母亲屋里告诉一声：“阿娘，我回来
者”。平平凡凡的一个举动，简简单单的一
句话，是鲁迅先生对母亲的拳拳孝心。前
不久，北大校长周其凤跪母事件，一度被
媒体热炒，对此番孝行之举，有人认为是
作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笔者始终认为，
一个人成就再大、名声再响，在自己的母
亲面前都是儿子，一切功名皆是浮云和身
外之物。

“百善孝为先”。“孝”一直是中华民族
最为重要的美德之一。新的时代赋予孝文
化新的时代内涵。比如，现在进入了网络
时代，网络信息丰富多彩且瞬息万变。在
这种新的社会背景下，作为子女教父母学
会上网就是提高老人文化素质、丰富老人
业余生活、使其避免落后于时代的新的孝
行之举。根据父母的年龄、身体状况和职
业特点等，可以为他们购买合适的保险，
这样既能减轻我们作子女的经济负担，又
能保证他们能够安享晚年。随着时代脚步
不断向前迈进，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
巨大变化。像“支持单身父母再婚”、“仔细
聆听父母的往事”等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
的行动准则，既突破了传统观念束缚，又
体现了社会对老年人的心理关怀。在生活
中，作为子女的我们在思想观念上也要与
时俱进，必要时应充分考虑并尽量满足老
人的愿望，而不应一味去阻止。现在经济
条件好了，通讯发达了，诸如定期带父母
做身体检查、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或者带
父母去旅行等这些能做到的方面，就更不
用多说了。

可以说，新“24孝”顺时代发展应运而
生，它犹如一场及时雨，为社会大众今后
如何行孝提供了行动指南。当然，新“24孝”
标准的发布，并不意味着旧“二十四孝”已
不合时宜、已经过时，更不是对它的否定，
而是对旧“二十四孝”的继承与创新。它提
醒我们，作为社会成员中的每一个人，都
必须要讲孝道、尽孝道，告诉我们行孝要
与时俱进，其标准明确而具体，相信会受
到社会大众的欢迎。

水池当被告 维权者很无奈
葛 孙世华

由于找不到“夺命
水 池 ”监 护 人 ，死 者 家
属 只 好 将 水 池 告 上 法
庭……在《没有单位承
认拥有水池管理权，水
池夺命无人管，家属要
告水池》(《齐鲁晚报》8

月 2 2日 )中报道了这一
内 容 。由 此 可 见 ，如 果
不是万不得已，被逼无
奈，死者家属是不会出
此下策的。

8 月 1 5 日 的 新 闻
《 小 水 池 短 短 4 天 内 连
夺 两 命 中 》中 报 道 ，两
位 市 民“ 不 慎 ”掉 入 水
池 溺 亡 ，两 个 月 过 去
了，竟然没有任何一个
部 门 或 单 位 承 认 拥 有
水池主管权，这是什么
行为？如果上纲上线的
话，这是极不负责的草
菅人命行为，是官僚主
义、推诿扯皮，是“新官
不理旧账”。不然，事情
不会落到如此地步，不
会让人怨声载道。

退一步说，假如按
照 相 关 法 律 ，这 件“ 无
头 案 ”最 终 真 的“ 找 不
着 北 ”，笔 者 倒 是 建 议
死者家属不如模仿“高
空抛物”来处理，即，可
以 像 被 高 空 抛 物 击 中
的受害者一样，一旦找
不到肇事者，干脆将整
个楼房业主告上法庭，
由 于 他 们 共 同 承 担 受
害者的一切费用。

这样，就完全有理
由将城建、规划与安全
部门告上法庭，将政府
职能部门告上法庭，告
他 们 失 职 、失 察 、监 管
不力，告他们没有履行
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 务
宗旨，没有把群众利益
无小事放在心上。单从
法律层面讲，就像山东
信 雅 律 师 事 务 所 律 师
王历程所说的，水池不
是权利和义务的主体，
不能承担相应的责任。
然而在另一方面，笔者

却 认 为 水 池 它 不 是 没
有“主人”，只不过，它
的 主 人 一 直“ 不 为 所
动”，甚至高高在上，得
过且过，缺少悲天悯人
的工作作风。

将 水 池 告 上 法 庭
是无奈之举，也给某些
监 管 职 能 部 门 敲 响 了
警 钟 。这 说 明 ，现 实 中
很多工作没有做好，做
细 ，并 且 缺 乏 有 效 管
理 ，以 至 漏 洞 百 出 ，险
象 环 生 。否 则 ，平 白 无
故，好好的人不会掉到

“突然”塌陷的深坑里，
学生不会被围墙砸中。
为此，如果政府职能部
门不出来说话，不承担
责 任 ，本 身 就 意 味 着

“家长”不合格。
希 望“ 有 关 部 门 ”

认 真 检 讨 一 下 自 己 的
所 作 所 为 ，再 设 身 处
地 ，想 一 想 死 者 家 属

“ 叫 天 天 不 应 ，叫 地 地
不灵”的无奈悲剧。

笔者想，无论是人
民公仆还是产权单位，
都 要 为“ 人 命 关 天 ”负
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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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最悠久、最大众化的“非遗”
葛 石平

第 二 届 中 国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博 览 会 临
近 的 脚 步 声 越 来 越 清
晰可闻，然而“非遗”博
览 会 开 幕 前 一 天 举 办
的第三届“两岸汉字艺
术 节 ”却 鲜 为 人 知 。本
届 汉 字 艺 术 节 的 主 题
是“渊源与流变”，将通
过书法、篆刻等艺术展
览、学术研讨文化论坛
等形式，进一步追溯汉
字发展脉络，挖掘汉字
文化内涵，传承汉字艺
术精髓，深入探讨汉字
在 当 今 社 会 中 的 实 际
作 用 。如 果 要 说“ 两 岸
汉字艺术节”和中国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博 览 会
的联系的话，以笔者之

见 ，汉 字 是 最 悠 久 、最
大众化的“非遗”项目。

汉 字 是 中 华 民 族
得以一统、延续、繁衍、
发 展 的 一 个 最 重 要 的
信息载体，同时它本身
又 是 一 种 特 殊 形 式 的
文 化 ，因 此 谈 中 华 文
化 ，就 离 不 开 汉 字 。事
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
一种文字，能像汉字一
样 ，从 本 身 的 外 在 形
式 、音 韵 格 律 ，象 形 会
意 内 涵 意 义 到 演 变 传
承 ，都 具 有 极 大 的 魅
力 。汉 字 是 什 么 ？汉 字
是民族文化的化石，是
历史的载体，是前人智
慧的结晶，是有着鲜活
生命的“你”“我”“他”。

中 国 文 字 — —— 汉 字 的
产 生 ，有 据 可 查 的 ，是
在 约 公 元 前 1 4 世 纪 的
殷商后期，这时形成了
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
骨文。甲骨文既是象形
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汉
字 中 仍 有 一 些 和 图 画
一样的象形文字，十分
生 动 。汉 字 之 美 ，美 在
形 体 。你 看 吧 ，每 个 字
都有不同的神韵，“明”
是 由 两 个 象 形 字“ 日 ”
和“月”组成的会意字，

“是太阳公公和月亮公
公在一起”；汉字之美，
美在风骨。在世界文字
之林中，中国的汉字用
一 个 个 方 块 字 培 育 了
五千年古老的文化，维

系 了 一 个 统 一 的 大 国
的存在，不管这块东方
的 土 地 上 有 多 少 种 不
同 的 语 言 讲 着 多 少 互
相听不懂的方言，但这
汉 字 的 魅 力 却 成 了 交
响乐队的总指挥；汉字
之 美 ，美 在 精 髓 。是 电
脑接受了汉字，而不是
电脑改变了汉字。正因
为如此，汉语成为当前
世 界 上 使 用 人 口 最 多
的语言文字，目前地球
上 使 用 汉 字 的 人 口 大
约超过 1 4亿，占世界人
口的26%。

2 0 0 9年，联合国教
科 文 组 织 把 中 国 书 法
艺 术 列 入 人 类 非 物 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汉 字 书 法 艺 术 因 此 受
到了更多的关注。汉字
已 走 过 几 千 年 的 漫 长
岁月，是当今世界上唯
一留存下来、使用者众
多、充满哲理内涵的象
形表意文字。

汉字历经甲骨、金
文、篆隶、行书、草书、
楷书的演变，其字义与
字 形 兼 具 实 用 和 审 美
的双重价值和属性。它
见 证 了 五 千 年 辉 煌 灿
烂的中华文明，积累凝
聚 了 丰 富 深 厚 的 华 夏
文化，是中华民族源远
流长、富有生命力的载
体 。汉 字 常 在 ，国 魂 不
朽 ，中 文 ，永 远 灵 秀 和
清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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