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两天，那名出生在高校公寓厕
所却滑入下水道的女婴，牵动了很多
人的心。在为女婴获救感到欣喜的时
候，也有不少人提出了疑问，为什么从
有人报警到孩子被救出，那名厕所生
子的女大学生迟迟没有露面？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难理解的。
“女大学生”再加上“未婚生子”，可以
想象那些习惯于挥舞道德大棒的人，
会给这名年轻的母亲贴上怎样的标
签，无非是“问题少女”或者“道德败
坏”，这也正是以往发生类似事件时，

当事人常常要背负的。诚如一名知情
者所介绍的，女大学生正是因为“感到
害怕、害羞”，几次打捞孩子未果，才自
行返回了宿舍。想想都有些后怕，这种
所谓的“道德威慑力”险些让一个刚刚
出生的孩子殒命。

这并非危言耸听，现实生活中确
实有这样的一部分人，习惯于站在道
德的制高点上指摘别人。相比未婚生
子少女所面临的压力，更明显也更常
见的例子就要数公交车上的让座问
题了。让座原本是一种美德，却被部分
人用作“道德大棒”，强迫年轻人让出
座位，放弃买票上车者合法的权利。事
实上，女大学生的婚前性行为和未婚
生子完全是个人的事，又没有侵犯他
人的权利，公众也没有理由对其施加

强大的道德压力。
更何况，社会是在不断变化

的，人们对道德的理解和对道德力
量的使用，也要有相应的变化。现
在男女交往的途径越来越多，生理
上的成熟也是越来越早，原本容易
冲动、感情用事的年轻人，“犯错”
也是难免的。与庞大的青年学生群
体相比，出现未婚先孕甚至厕所产
子这样的个例，也不足为奇。面对
这样的社会现实，相比于挥舞着道
德的大棒去指摘她们，不妨换个更
理性、更宽容的心态，去想着如何
适应这种改变，给予她们更多的关
爱。事实上，一些社会规则已经随
着时代的发展发生了变化。早在
2 0 0 5年3月，教育部就发布了新的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取
消了原规定中不允许学生结婚的
条款。这项规定的改变，就是符合
实际、尊重现实的。

当然，仅有态度上的改变还远远
不够，关爱青少年成长需要从一点一
滴做起。家长、学校和社会还需要共同
努力，加强青少年性教育，增强他们的
自我保护意识，改变目前相对滞后的
性教育和心理辅导状况。这些都有赖
于观念的改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摘
掉有色眼镜，多一些权利意识，少一些
恶言恶语。在观念日益多元的社会中
营造一种尊重法治、相互平等、与人为
善的和谐氛围。如此，我们才能卸下一
些年轻人背负的巨大负担，社会才能
少一些母亲弃婴而去的人伦悲剧。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吴金彪

举“道德大棒”不如多一些人性关怀

警惕公积金变为税收

根据测算，全国住房公积金
利用率大约只有50%。数字再次
证明了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低效。

公积金的核心问题就是忽视
缴存者的财产权。在私人财产权
不能得到严格的保护和界定，政
府强权不能得到有效制约的情况
下，公民财产一旦被政府管理，鲜
有不被吞噬的。在中国的隋朝，民
间曾有一种叫做社仓的公益救济
组织，人们将粮食等自愿储存到
村社的仓库里，由村社贤达进行

管理，在遇到灾年的时候，以此为
灾民提供赈贷救济。但到了唐朝
的时候，这种社仓被政府接手管
理，并且将仓库从村社移到政府所
在地，将社仓的名目也改为义仓。
政府制定了一个办法，强制人们向
义仓缴纳粮食。起初义仓的粮食还
被用于救助遭灾的百姓，后来就成
为一种国库收入，叫做义仓税。

今天，住房公积金这种由缴
存者归集资金而形成的基金，已
经有当年社仓命运的端倪。巨量
公积金产生的巨额收益，已经变
相成为财政资金，用于建设廉租
房等项目。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
展下去，住房公积金变为税收，也
绝不是没有可能。（摘自《中国经
营报》，作者梁发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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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体育人，莫忘初衷

葛记者来信

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人们对道德的理解和对道德力量的使用，也要有相应的变化。其中最
重要的就是摘掉有色眼镜，多一些权利意识，少一些恶言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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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利

运动会这东西，好像级别越高，
关注的人越多，比如奥运会，关注的
人多，再往下，全运会，省运会，市运
会，关注的人逐渐变少。

有的运动会，是以竞技为目标，
有的运动会，是以全民参与健身锻
炼为主题。这届在济宁举办的省运
会，就很好地调动了各界群众的参
与，不仅开幕式表演都是组织群众
演员和志愿者，参赛的运动员也都
来自社会各界。

毛泽东在六十多年前就写下了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名
言。说白了，体育竞技夺锦标只是外在

的形式，实际上锦标的荣誉，是推广一
种竞争和向上的体育精神，并激励人
们健身运动。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体育
却往往被曲解了，人们经常把体育当
成一种功利性的手段。大多数的中小
学里，以文化课分数为第一要义，从事
体育的学生，要么是成绩不好，要么是
为了考运动员证书获得加分。殊不知，
体育本来也是一种教育形式，通过一
个公平的竞争平台，以自己的努力，追
求更高、更快、更强，对于提高学生的
心智来说，很有意义。

体育绝不仅是一场运动会，但
是我们经常只有在大型赛事的时候
才想起它。体育是一种生活方式，也
是一种身体力行的教育形式。亲身
参与，享受其中，增强体质，这才是

“以体育人”的要义。(作者为本报体
育新闻中心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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