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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保护孩子先从提高安全意识开始

□本报评论员 赵丽

8岁的小艾钰永远离开
了。21日，济南警方通报，小
艾钰已遇害，犯罪嫌疑人已
被抓获。（本报A04-A05版）

照片上那个咧着嘴笑的
小姑娘再也回不来了，照片已
变成遗像。12日中午小艾钰失
踪后，大家都希望她只是暂时
走失，盼望她能平平安安回来。
谁也想不到，这个幼小的生命
竟然被残忍杀害。

小艾钰的死，让人感到
心痛，也让人出离愤怒。孩子

不光是家庭和社会的希望，
他们还是最天真无邪的、最
善良纯粹的，担得起美好、生
机这样的字眼。那些伸出手
伤害他们、摧残他们，甚至夺
去他们生命的人，得有着什
么样的心肠？

悲哀的是，罪恶并没有
放过孩子。近些年来儿童被性
侵、被虐待、被拐卖的事件不时
发生，一些犯罪分子为满足变
态心理，甚至专门选择弱小的
儿童实施侵害，手段之残忍、
性质之恶劣令人发指。

发生此类案件，犯罪分子

必须要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
这是最起码的。不过，避免孩子
受到伤害，家庭、学校和社会更
应绷紧神经，提前做好防范。

与十年前、二十年前不
同，现如今孩子们面对的是
一个更复杂的世界。让孩子
意识到哪些是危险、知道怎
样对危险说“不”，是家庭教
育、学校教育应该努力的方
向。英国针对儿童平安成长
有“十大宣言”，把“背心裤衩
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摸”、

“不与陌生人说话”、“不喝陌
生人的饮料，不吃陌生人的

糖果”等知识一遍遍印到孩
子心里。但在我国许多地区，
安全常识教育还停留在“知道
自己家的住址”、“过马路要小
心”这样的程度，如何防范犯
罪，尤其是性侵犯罪仍是被忽
视甚至是被回避的话题。这些
知识的缺失，让孩子在侵害面
前几乎处于不设防的状态，也
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除了教给孩子们安全常
识，家长还要多用点儿心。现
代社会人员流动性大，不确
定因素多，危险出现的几率
也高。这与过去生活在封闭

的单位家属院、熟人为主的村
庄是不同的，现实环境要求家
长必须切实尽到监护义务。但
是，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家长对
孩子还是“放养”，对其安全保
护缺少必要的警觉。

当然，加强对孩子的保
护，不是说把他们封闭起来
或者圈养起来。外界保护与
孩子自理自立并不矛盾，关
键是掌握好度。当孩子年龄
小、辨识力差、反抗能力弱
时，尽量不要让他们独自外
出、脱离监护人的视线。此时
家长多跟上一段路、多看上

几眼并不是溺爱，而是小心
负责的表现，确有必要。

保证儿童健康成长，首
先要筑牢安全堤坝，这需要
全方位的努力——— 既要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对违法犯罪行
为予以防范和打击；家长、学
校、社会也要做好教育和预防，
减少悲剧的发生。我国是世界
上儿童最多的国家，儿童保护
是一项重要且紧迫的工作，短
时间内改变社会大环境或许很
难，但每个家庭、学校及时提高
安全意识确实能有效避免小艾
钰的悲剧重演。

与十年前、二十年前不同，现如今孩子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复杂的世界。让孩子意识到哪些是危险、知道
怎样对危险说“不”，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应该努力的方向。

当年电视机刚国产化
的时候，买电视机我也要想
想，是买外国的还是买国产
的，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有没
有爱国心的问题。

“北斗”的推广道路绕
不过开发更早、应用更广的
GPS，对此，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总设计师孙家栋表示，北
斗系统在民用领域的推进，
尤其需要有一个市场认可
的过程。

里头全是雷锋，或者全
是白求恩，几乎是很难做
到。全世界不存在这么一批
道德模范的。

在李连杰看来，中国的

公益事业往往受困于道德
审判，以至于一些正常的管
理方式都如履薄冰。比如有
人质疑壹基金从企业捐款
中提取高额管理费，实际
上，他们的管理费只有4%-
7%，并没有用满国家规定允
许的10%。

大米重金属超标的情
况在全国多地皆有存在，湖
南也早已存在，根本不用再
进行检测。

在接受《每日经济新
闻》记者采访时，一位湖南
省级政府职能部门官员的
回答显然没有把食品安全
放在首位，他首先想到的

是，过于炒作对湖南的农业
经济影响很大。

中国现在就是太泛政
治化，每人都扮演政治家的
角色，每个人都在考虑国家
的未来前途。

对于国家前途命运这
个话题，万科老总王石显得
很警惕，在他看来，关心这
些问题的应该是真正研究
政治学、国际关系、国家走
向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有政
治家和领导人。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破格”提拔更要经得起质疑
对于“80后”教授褒奖有加，对“80后”干部却严加追问。舆论态度有如此剧烈的反差，绝不是一种情绪化

的表达，更多地折射出公众对于公平竞争环境的渴求。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日前，武汉大学的“ 8 5

后”教授邓鹤翔引发公众关
注。对于这位出生于1985年4

月的年轻教授，网友给予了
很高的评价。对此武大校方
表示，像邓鹤翔这样的年轻
教授在该校已非个例，“‘80

后’教授袭来，在全国都是一
个趋势”。

“80后”教授成了年轻人
眼中的励志榜样，与之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80后”官员

依然在信任危机中苦苦挣
扎。对于“80后”教授褒奖有
加，对“80后”干部却严加追
问。舆论态度有如此剧烈的
反差，绝不是一种情绪化的
表达，更多地折射出公众对
于公平竞争环境的渴求。

事实证明，公众并非对
“80后”人群存有成见，只要
选拔标准公正程序严格，那
些脱颖而出的年轻人，也能
够获得无私的掌声。邓鹤翔
曾经两度以第一作者的身
份，在《科学》上发表文章，这

无疑是对他学术能力的最好
诠释，也是对武汉大学选材
标准的权威认证。这说明武
大在遴选人才的过程中，真
正坚持了“唯才是举”的标
准，以真实的学术水平为准
绳，杜绝了权力参与的可能，
自然经得起公众的追问。相
对而言，在一些基层年轻干
部的升迁过程中，我们很难
看到如此具有说服力的论
据。部分人单从履历上便存
在硬伤，摆脱不了学历造假、
经历虚构的嫌疑；而另一些

干部，其仕途明显有设计过
的痕迹，他们在闪转腾挪中
借力打力扶摇直上，却没有
真正展现出过人的工作能
力。让这样的干部得到“破格
提拔”，公众难免会有各种猜
测与指摘。

相比而言，在“火箭干
部”的升迁过程中，“破格”往
往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而“80

后”教授的涌现，很少掺杂规
则之外的因素。我们也不否
认有些年轻干部本身具备相
当强的能力，可以破格提拔，

但这种能力必须符合实际工
作的需求，也要经得起公众
的监督。现在的高校职称评
定，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行
政力量参与的空间，但毕竟
标准是相对固定的，程序也
是公开的，至少在一定的学
术圈内，竞争是充分的，即便
存在破格，也不会引发大的
质疑。而在一些年轻官员升
迁的过程中，原本程序的公
开度就不够，加上相关领导
岗位上还有直系亲属，更是
营造了瓜田李下的氛围。这

样的年轻官员如果有“破格”
的待遇，又没有实实在在的
业绩，必然要引起公众的质
疑。

为学提倡“达者为师”，
为政讲究“奖掖后进”。打破
常 规 ，给 更 多 年 轻 人 提 供
实现 自 我 价 值 的 机 会 ，是
现行人才制度的有机组成
部 分 。但 这 一 切 都 必 须 建
立在公平、公正、透明的基
础 之 上 ，否 则 所 谓 的“ 破
格”，很容易成为以权谋私
的手段。

王琦

包括阜宁县在内的江
苏盐城下辖各县市区，多年
来以文件形式要求各级机
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
干部职工等为当地红会的

“博爱万人捐”活动捐款，并
按级别规定数额。江苏省红
十字会党组书记、副会长李
新平日前回应，这些财政供

养人群的收入相对稳定，对
他们提这样的要求，“我觉
得一点不过分”。

强捐在多地都有发生，
但大多数还披着一层“自
愿”的外衣，而发生在盐城
市的却是从工资卡中直接
扣，连这层遮羞的外衣也懒
得披了。这是打着公益的旗
号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是

“权比法大”思想的折射，是

没有把百姓意愿放在心上
的“伪慈善”行为。

慈善的本质不是筹集
多少钱财，而是向人们传递
一种互帮互助的“正能量”，
让人们感受爱心和温暖，“一
切向前看”的行为并不是真
正的慈善。如此强捐，显然不
能为红会尴尬的现状带来春
天，反而会让人们对红会组
织的捐款更加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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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鹏

北京市两名孕妇在地
铁里因琐事互殴，在各自受
到行政处罚后，她们又对簿
公堂，其中赵女士向王女士
索赔3 . 8万余元。5月20日，北
京顺义法院开庭审理了此
案。庭审后，双方达成调解
协议，王女士当即支付赵女

士1000元。(5月21日《北京晨
报》)

遇事寻求法律，确实是
一种进步，但在社会运转过
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
要用法律来说话。把一件用
道德就可以轻易解决的事
情，硬是折腾成“法庭上
见”，恐怕是对司法资源的
浪费。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
市的繁荣，人们的生存空间
相对在缩小，生活在这样一
个小空间中，磕磕碰碰总是
难免。如果是无意之过，情
况又不是很严重，一方可以
做出道歉，另一方也不妨试
着原谅他人的不小心。用道
德的力量来化解戾气，有时
比法律更有效率。

“强捐不过分”凸显权大于法

“纸袋碰腿”官司打得有点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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