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则“百岁老人沿街乞讨”
的新闻引爆舆论场。此事见诸媒体之
后，乞讨老人很快就在民政部门工作
人员的陪同下被送回家。但是，由此引
发的反思并没有结束，有人指出了农
村养老体系的缺陷，也有人认为救助
制度有问题。

面对百岁老人流浪街头，做一些
制度反思确有必要，但是若把问题都
归咎于制度，难免又一叶障目了。从媒
体的调查可以看到，乞讨老人并非孤
独无依，也没到不乞讨不能活的地步。
相反，老人有子女多名，为了给孙子娶
媳妇，家中还新盖了两栋小楼。这样的

家庭在农村即便算不上富有，给老人
一个温饱还是不成问题的。老人之所
以拄着拐杖流浪城市街头，无非是
想补贴一下家用。有人说，这体现出
一个老人对晚辈的慈爱。其实，这根
本不是一曲爱的颂歌，而是一幕道德
失范的写照。

家人固然没有强迫老人乞讨，但
是百岁老人“要出去转转”意味着什
么，做子女的不可能不知道，他们是默
认了老人的乞讨。这其实就是自动放
弃了对老人的赡养，听任老人踏上很
可能一去不归的道路，不仅如此，做子
女的还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老人的乞讨
所得，以便让下一代的婚事办得更风
光。由此可见，这个家庭最大的问题不
是贫穷，而是谁该“孝顺”谁的问题。

在传统文化中，老人在家中自有
无上权威，贾政可以把儿子打得魂飞

魄散，但是到了贾母面前却是唯唯诺
诺。这就是道德约束的力量。当然，现
代文明提倡平等的家庭关系，要求打
破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但是子女
赡养老人，依然是基本的道德要求，也
是法定的责任和义务。可惜，乞讨老人
似乎掉到了空当里，他不仅做不了家
中说一不二的权威，甚至都不能理直
气壮地要求子女对自己尽法定的责
任和义务。他外出乞讨，实际上也是接
受了老人在家闲着是累赘的观念。据
报道，老人外出乞讨在当地村里“还有
几个”，甚至没有人觉得这事奇怪。

当道德滑坡到了很多人见怪不
怪的地步，社会问题必然会以各种匪
夷所思的方式出现。近期，比百岁老人
乞讨更悲惨的是毕节留守儿童自杀
事件。看似不相干的两件事却有相似
的根源，那就是一些人放弃了对家人

的法定责任和义务，从而制造了老无
所依、幼无所养的悲剧。正像百岁老人
不必乞讨一样，很多老人和儿童也完
全可以不用成为“留守老人”和“留守
儿童”。整体来说，农村相对城市确实
是贫困的，但是很多人也不是穷到了
必须“骨肉分离”的地步。一些人为了
进城挣钱，把家中老人儿童置于无人
监护的危险环境中，这说明对利益的
追求已经压倒了一切。人固然应该有
创业致富的梦想，但一定记得钱不能
比人的生命更重要。

解决道德失范的悲剧，既需要完
善制度，也需要重塑道德，让道德良
心约束人的行为。如此，社会文明才
有底线，就不会接连出现这么多让
人震惊的新闻。否则，仅有制度的救
助解决不了这些问题，道德失范靠
钱是堵不住的。

用“穷”解释不了百岁老人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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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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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公民论坛

日前，厦门大学学生完成一组实验：在绿化带内放置不同的交
通警示标语，结果显示，“请走人行天桥”收效甚微，而“你丑你横穿”
效果却最为显著，行人横穿率直降三成。（6月17日《中国青年报》）

只要效果好

标语“丑”也无妨

□斯容

其实，像这样“简单粗暴”的标
语还是大量存在的，例如笔者学校
的草坪就立着“踩一棵挂一科”的警
示牌。不能否认的是，这种标语的效
果远比一般的温馨提示要显著得
多，让人看过后有种没办法拒绝的
感觉。

“不管黑猫白猫，抓耗子的就是
好猫”，在笔者看来，这些表面上看
上去有点儿“邪恶”的标语，也并没
有达到“粗暴”的地步，并且这些标
语的初衷都是为了文明的进步，从
这一点来看，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可
以说是一只“好猫”，适当使用也是
有利而无害的。

城市标语的设置是为了给人们
提醒，追求效果是必然的。设置道路
标语的目的是为了提醒人们遵守交
通规则，草坪、公共厕所等公共场所
设置标语是为了提示人们举止文
明。说到底，设置这些标语的目的还
是为了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若
不追求效果，人们在看后没有改变，
照样违反交通规则，照样践踏草坪，
那这些标语就只能是形同虚设。既

然如此，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岂不
又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

“你丑你横穿”

丑化城市文明

□王丽美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你丑你横
穿”奇葩的标语之所以达到神奇的
效果，或许刺激了国人的爱面子心
理。显然，该标语有着提醒交通安全
的良好初衷，但“你丑你横穿”用近
乎威吓的方式来表达遵守交规的重
要性，本身就是不文明的行为。

警示、预防作用的宣传标语悬
挂于繁华都市的醒目之处，是一个
城市民众素质、城市管理以及城市
风貌的集中展示，纵然该标语能遏
制横穿马路的不文明行为，但这种
效果只存在于一时一地，难以从根
本上提高城市居民对交通安全的重
视。相反，那种靠语言暴力来实现目
的的做法，还将起到极为恶劣的示
范作用。

毕竟，提升城市文明是一个潜
移默化的长期过程，需要到位的宣
传与严格的执法齐头并进。情法并
用，通过正面引导促进市民文明素
质提高，才能达到治本的效果。

出租车管理改革

需权衡多方利益

出租车有着公共交通的属性，
出租车管理也有固有体制，出租车
管理改革并非简单地放开准入审
批、打破行业垄断就万事大吉。从
乘客的角度讲，只要打车方便、安
全舒服就可，管它是出租车还是

“专车”。但政府职能部门考量的，
还得兼顾市场秩序、乘客安全、社
会稳定。而在出租车管理改革的各
种讨论中，很多声音只是强调乘客
乘车这一单一因素，而忽略政府职
能部门需要权衡市场、出租司机、
安全营运等诸多复杂因素。这也能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在一般
人眼里，出租车改革这么简单的
事，在政府职能部门那里这么难。

改革就要啃“硬骨头”，出租车
管理改革再难，还是得顺应广大群
众的期待，适应社会发展的节奏，
此项改革势在必行。正如中央强调
的那样，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
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
感。老百姓也能透过这一改革，更
直接地分享改革红利。

出租车管理改革，考量着相关
职能部门的智慧，当然也需要社会
的理解与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出
租车管理改革也不是“专车”合法
化那么简单。要明白，商家是以营
利为目的，现在砸钱圈地，就像初
开的花朵，鲜艳美好，一旦坐大，

“专车”这朵花难免褪色。因此，“专
车”司机和部分“专车”乘客要理性
思考、积极建议，方能让出租车管
理改革真正实现蹄疾而步稳。（摘
自《人民日报》，作者黄庆畅）

葛一语中的

传统政治领域过于注重权术，
这也正是中国人应该走出的一个
误区，权力斗争过多，必然相应带
来内耗。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
副主任祁凡骅表示，现今流行的
国学热，是具有负面作用的，从
发展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并不是
一定排斥传统，但传统无法代替
现代，现代化治理肯定是以这个
时代的东西为主，其他都是辅助。

随着劳动市场对名校毕业生

的追逐，名校毕业生成功的概率也
在提升。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
授周业安看来，现在的大学普遍有
种倾向，目标就是把自己打造成

“名校”。这种策略也带动起劳动力
市场的浮躁情绪。于是，高等教育
也出现了强者愈强、赢家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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