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雄少年涉骗，不能都怪“光环”

汶川地震时勇救7名同学的初
中生雷楚年，因涉嫌犯诈骗罪、伪
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印章
罪，日前已被提起公诉。由于诈骗
金额巨大并有流窜作案的情节，他
很可能被判处10年以上刑期。

昔日的“英雄少年”，如今却要
锒铛入狱了，这样的“剧情”反转似
乎很难让人接受。就有人对此慨
叹，是“模范”、“标杆”等外界给予
的道德“光环”，让他迷失了方向。
不能否认，这些汹涌而来的荣誉，

确实容易让一个少年产生心理上
的波动，但真正诱使他走上犯罪道
路的，恐怕还是充斥着“潜规则”的
社会环境，以及不少人心中根深蒂
固的“潜规则”意识。

如果刨除“少年英雄”这个特
殊的身份，雷楚年所施展的骗术可
以说是很典型的，相信人们早已见
怪不怪了。不管是冒充军人，还是
冒充官员，甚至冒充纪委干部或巡
视组成员，施骗者们无非是声称自
己有门路，以替人“办事”为名骗取
钱财。要说雷楚年与别的施骗者有
什么不同，只不过他确实曾经有过
英雄事迹，确实曾经被奉为模范。
但这些“光环”，充其量也就是施展
骗术的道具，而那些带着“假光环”
的施骗者，不也得逞了吗？

所以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

是否真有“光环”，而在于施骗的模
式以及被骗者的心理。正是因为有
人相信那些见不得光的“门路”，相
信运用权力与关系能够办成一些
规则以外的事，才给了施骗者可乘
之机。用一句“傻子太多、骗子不够
用”的调侃来解释，显然太过表面，
要知道，把人变成“傻子”的，恰恰
是社会上确实存在的“潜规则”。当
你看到病友轻松地拿到了连夜都
排不上的专家号，当你看到邻居家
的孩子差着几十分却上了重点，你
还会把那些被骗者当做“傻子”吗？
即便还是认为他们傻，这个傻所指
的恐怕也是“所托非人”吧。

由此看来，把施骗者绳之以法纵
然很有必要，但仅仅做到这一点还远
远不够，只有通过法律等规则的完
善，让大大小小的权力都在阳光下运

行，才能铲除人们心中的“潜规则”意
识，才能让施骗者无计可施。之所以
这么说，并不是为施骗者开罪，而是
要把这一类事件放到整体的社会环
境中去考量，以此推动更多的人做出
思考。尤其在“潜规则”这一类的问题
上，人们的心理与社会的规则是相互
作用的，主动拒绝“潜规则”的人多
了，也是为营造良好有序的社会环境
尽一份力。

在这种良性互动之下，“傻子”
才会变得精明，骗子也就没有栖身
之地了。至于少年身上的“光环”是
否起到了“捧杀”的作用，反倒是另
一个话题了。不过只要看看“少年
英雄”们的人生轨迹就能明白，走
上犯罪道路的只是特例。与过度放
大一个特例相比，还是思考些更具
普遍性的问题比较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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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歌

近日，网络上传出西安市公安
局莲湖分局民警办案期间，以花钱
打点关系运作取保候审为由，向当
事人家属索要钱款2 . 5万元。目前，
检察机关已对民警涉嫌受贿一案立
案调查。（11月3日《西安晚报》）

身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守护
法律权威的公安民警，居然鬼迷心
窍公然索贿，这赤裸裸地暴露出其
法纪意识淡薄、利欲熏心的丑恶形
象。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
程中，如此卑劣行径，也是摆在广大
执法人员面前生动的“反面教材”。
公安部门作为捍卫百姓权益的最后
一道防线，本该用严格公正的执法，

赢得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然而，在公安队伍当中，也出现

了少数“害群之马”。比如说，有的公
安干警长时间与社会黑恶势力串通
一气、狼狈为奸，不择手段为黑恶势
力充当“保护伞”；还有一些民警在
利益诱惑面前迷失自我，在收受了
好处费之后便颠倒黑白，以至于一
手酿成冤假错案……

这些人虽然在公安队伍当中属
于极少数，但其社会影响却是十分
恶劣的，也容易败坏公安机关的社
会形象。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进程中，作为公安部门来说，应当
脚踏实地当好忠诚“践行者”，通过
锻造高素质公安队伍，切实营造阳
光透明、公平正义的执法环境。

□乾羽

“在新修订的初中语文教材中，
国学篇目所占比重约增至35%。”语
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在2014亚洲教
育论坛年会上向记者透露。记者采
访发现，在修订的中小学语文教材
中迎来更多的国学经典内容，或将
成为趋势。（11月3日《京华时报》）

凝聚无数代人智慧、经验、思想
的国学无疑是传统知识的宝库，是
现代人需要学习和传承的对象。但
国学又不仅仅是外在的形式，也不
仅仅是文本的记载，对国学的学习
必须符合国学的规律、文化的规律、
时代的要求，才能真正体现出国学
的价值，以及国学的作用。这不是功

利的学习态度，相反，如果不问国学
的具体内容，不问国学学习的方法，
不问国学与时代对接的问题，以为
国学的学习只是通篇背诵，则最终
的国学学习可能在热中快速地趋
冷。毕竟，作为一种文化，其根本的
作用不是填充人们背诵的内容，而
要内化为促进人生存和发展的东
西。如果，一个人满肚子经典语句，
但根本不懂其意，不知践行，这样的
国学学习就是徒有其表。

如果人们对国学经典还只是“供
奉”思维，那么即便将教材中的国学
内容增加更多，国学热也还是一种不
真实的虚热。反而，可能加重学生的
学习负担，或者让学生在学习中产生
抵触心理。这似乎有些得不偿失。

民警公然索贿亵渎法律尊严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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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病是惯出来的，一些干部
之所以“难以自理”，症结在于长
期四体不勤、高高在上。有的凡事
都有人代劳，“端不了杯、提不了
包、开不了门”；有的患上秘书依
赖症，没有人代拟讲稿、安排事
宜，就不会说话、不会写文章，甚
至不会思考。长此以往，必然能力
退化、积弊日深。

一些干部当官做老爷，摆官
架子耍威风、追求特权攀比享受；
一些人为了一己之私，极力媚权
奉承，全方位、无死角地伺候，自
以为会“来事”、很“懂事”。正是在
这种唯权、唯上的不良生态中，

“四风”问题积重难返。对此，有人
一针见血：“四体不勤”其实就是
特权病，干部生活能力不足的背
后，是权力的无所不能。

可能有人会说，拎个包、端个
杯等，都是小事，何必如此计较？
然而，真是这样吗？“不矜细行，终
累大德”，且不论“四体不勤”让干
部自身又娇又弱，试问：一些人长
期车马开道、前呼后拥，会真的把
群众放心上吗？细节之处见作风，
如此“官老爷”做派，在群众那里
又是个什么形象？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
绝其源。”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
讲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
私。只有一心为公、人民至上，才
会放下架子、打掉官气，干一番为
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事业。（摘自

《人民日报》，作者詹勇）

现阶段提“顶层设计”，既是
给已有制度“补课”，又是为制度
持续发展“充电”。

审计署社会保障审计司司长
陈太辉认为，我国现代社会保障制
度的形成比西方国家晚，发展水平
也比较落后，在制度建立之初就缺
乏顶层设计,面临着人口老龄化、财
政潜在负担重等难题，需要完善社
会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

政府职能转变，最大的挑战
还是提升政府的责任性、回应性、
廉洁性。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
张占斌认为，政府职能转变的核
心是优化配置政府权力，政府要
敢于放权、勇于放权。与此同时，
引进市场机制，通过政府向社会
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改变公共服
务的供给方式和机制。

现有法律法规已经滞后于农
村农业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应
加快修订法律法规，赋予农民更
多财产权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
晓山认为，当前形势下，为了使赋
予农民的财产权利的各项政策举
措真正得到落实，应该加快修订
相关法律法规的进程，做到立法
决策与改革决策的有机统一，使
改革措施依法有序推进。

“敢消费”是基于深层制度的
变革基础之上的。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曹和平
认为，消费是确定的内生力量。如
果产品质量合格、环境优越、医疗
服务有保障，百姓敢于消费的支
出意愿就会变成行动，变成实实
在在的经济增长，促进居民消费
增长和升级。

葛一语中的

盐业专营是与民争利的样本

葛媒体视点

2014年7月31日至9月5日，中央第十巡视组对中科院进行了专项巡视。
专项巡视中干部群众反映的主要问题包括：基本建设领域违规违纪问题多
发，擅自改变科研用地用途搞经营性开发…… 漫画/张建辉

研“发”

近几十年来，经济大发展，国
家财力增长更快，过去必不可少
的盐税，眼睁睁在国家财收中占
比越来越低。当盐税占国家税收
的百分比由1950年的5 . 49%下降
至2006年的0 . 04%，如今更不知如
何“微不足道”的时候，国家维护
盐业专营的财政动力自然衰竭，
盐业体制改革呼之欲出。

然而，国家没兴趣不等于寄
生在盐业专营上的利益集团没有
兴趣，销售企业和监管部门的现
实利益要比笼统的“国家利益”更
能决定“国计民生”的定位和走
向。须知国内食盐出厂价在每吨
470元，多年未变，而目前食盐零
售价都在每吨4000元以上，中间
利差能达到8 . 5倍以上。如此暴利

让不同地区的垄断集团都争红了
眼，这才有了“不得跨区域销售”
的规定：“我的地盘我做主”，外人
休得“分肥”。

小小食盐蕴含了一篇数千年
国家与国民关系的鸿篇巨制，从
国家叙事中还能看到“生活世界”
的无穷生机：当政府部门被个别
单位和机构所操纵，成为行业利
益和部门利益的守护者，推进体
制改革难在何处就一清二楚了。

“一江春水向东流”，社会总是要
进步的，曾经再合理的制度都有
可能变得多余甚至有害，当下“法
治中国”“简政放权”正惊涛拍岸，
盐业专营这与民争利的千年旧制
陈规终将被席卷而去。（摘自《中
国经营报》，作者顾骏）

“四体不勤”是种特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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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进课堂”不只是增加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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