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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观察

易艳刚

最近有媒体报道了一桩奇闻：
江西瑞昌一名初中没读完的铁匠魏
崇金，伪造党员身份、伪造学历，在
42岁那年摇身一变成为官员。从
2003年到2012年，魏崇金先后被
任命为云南省发展计划委副主任、
中国包装联合会党委书记，一度官
至国务院扶贫办下属中国国际扶贫
中心副主任。身份造假败露后，有关
部门已将其撤职并展开调查。

舆论对这起身份造假事件的关
注，焦点似乎集中在魏崇金的铁匠
身份上。这种聚焦显然预设了一个

前提，即铁匠不应该成为官员。这种
先入为主的判断，基于中国当前仍
是“身份社会”的现实——一个人在
社会分工中担当何种角色，就会打
上相应的身份标签，铁匠就是铁匠，
官员就是官员，两种身份之间存在
清晰的分野。

从这个角度观察，舆论预设的
前提确与现实相符。但是，符合现实
的判断并不意味着一定就合理。道
理很简单，“身份社会”本身就是一
种不合理的社会结构，这种不合理
足以令舆论的很多观念和判断失
准。正因如此，过多去分析“假官员”
如何能一路官运亨通，逼问是谁在
给“三假官员”开绿灯，无非讲述的
是又一个关于“瞒天过海”与“打通
关节”的老故事，追问也了无新意。

之所以关注这则新闻，是因为这其
实足以引发一个真正值得思考的问
题：如果铁匠也能通过正当途径当
官，会是什么样？

事实上，魏崇金并不是第一个
被媒体曝出的“假官员”。从以往案
例来看，一些人假冒官员，并不全是
为了以官员身份谋财。比如，因假冒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司长而闻名的下
岗工人赵锡永，就曾在法庭辩护时
表示，假冒官员主要是因为感觉怀
才不遇，参加公务员考试没考上，但

“自认专业水平不错，比很多领导
强，觉得自己也能当好领导”。从媒
体报道来看，赵锡永这个“假钦差”
的表现还称得上称职。

换句话说，魏崇金、赵锡永等人
选择“骗官”，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

如果他们不造假，就没有机会成为
官员。我们呼唤机会均等，但现实中
人们很难逾越身份的鸿沟壁垒——
如果身在体制之外，即使再有才能，
即使再有为人民服务的情怀，除了
从零起步参加并通过公务员考试，
也几乎没有获得公职的路径。

“身份社会”的格局阻碍正常的
阶层流动，其后果，不仅是滋生假冒
官员问题，更遏制了社会的活力。一
方面，它将很多有公共服务意愿也
有才干的人挡在官场之外，强化了
社会阶层的固化；另一方面，它让那
些混迹官场的“南郭先生”尸位素
餐，招致民怨。而且，一些年轻人之
所以热衷于公考，哪怕不喜欢坐办
公室的格式化生活，也不愿趁年青
积极创业，在更适合自己的领域施

展才华历练才干，除了公务员无社
保之忧外，更多的考虑是一旦没有
获得公职身份，以后就很难转换人
生跑道。这对青年人的成才，又会造
成多么负面的导向。

美国总统里根在入主白宫前，
曾是一名B级片演员；奥巴马在竞
选公职前，也曾在芝加哥做过多年
的社区工作。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
曾是“铁匠”。虽然中国的国情和制
度有异，但既然中国梦是每一个人
都应公平地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我们就应通过改革，逐步建设一个
不以身份决定终身成就的社会。打
破身份固化，在选人用人尤其选拔
官员时要真正做到“不拘一格”和

“人尽其才”，让有意从事公共服务
的“铁匠”们不用冒险去造假当官。

如果铁匠能通过正当途径当干部

画里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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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广江

4月22日下午，四川达州市
大竹县周家镇8岁女孩李微微为
救落水小同伴，不幸溺水身亡。
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曾打算为
其申报“见义勇为”称号，却未
获得批准。专家表示，对未成年
人实施相关行为时，建议“见义
智为”、“见义巧为”，不提倡
“见义勇为”；同时，对未成年人见
义勇为不提倡、不宣传、不鼓励，
避免盲目模仿。（《北京青年报》7
月2日）

因救人而溺亡的女童被拒评
“见义勇为”，这注定引发争议。
毫无疑问，8 岁女孩的举动完全
符合见义勇为的内涵，但正因为
其未成年人的身份，在评与不评
见义勇为称号上，公共舆论呈两
极化态势。而争议背后更深层的
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见义

勇为”观？
授予见义勇为称号到底看事

实还是看人？不提倡未成年人见
义勇为与授予女孩称号矛盾吗？
为避免盲目模仿能成为拒评女孩
称号的理由吗？在这些问题上，角
度不同，结论自然不同。

面对舆论压力，官方保持了
一种难能可贵的冷静和理性。见
义勇为应该得到认可，但更应遵
循最小损害、规避风险等原则。因
此，不提倡未成年的见义勇为，对
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不提倡、不宣
传、不鼓励，是一种观念的进步。
更重要的是，拒评称号并不是卸
责，对于女孩家庭的具体困难，相
关部门按照规定予以帮助，这正
是我们期待的。

长期以来，在对见义勇为者
的权益保护上，我们过多地强调
了激励，而恰恰忽视了最核心的
内容，即对自身的保护。给人的感
觉是，不管冒多大风险、付出多大
代价，只要是见义勇为，就理所当
然地获得鼓励和荣誉，至于风险

和代价都是微不足道的。赖宁等
一个个小英雄形象，就是这种传
统见义勇为观的产物。这些年来，
救人者与被救者双双遇难的悲剧
时有发生，该反思了。

在西方国家中，家长和老师
会反复教育孩子，生命权利大于
一切、高于一切，在任何情况下都
要首先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
可以求助，可以报警，但不能盲目
施救。事实上，这种规避风险、强
调自保的原则，不仅针对孩子，也
适用于成年人。连自己的生命都
无法保护的人，何谈拯救他人的
生命？

在现代文明社会，我们需要
新的见义勇为观。见义勇为者不
应该是悲壮的、惨烈的，而应该是
智慧的、快乐的。如果英雄只能以
悲剧收场，那就是对死亡的崇尚
和赞美，不仅残酷无情，更是不负
责任的。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人
性的见义勇为，而不是盲目的、不
分条件的见义勇为，这才是真正
的“以人为本”。

我们需要新的见义勇为观

晚报观点

戴忠群

每年暑期都会发生溺水悲剧，
让家庭破碎、亲人悲痛欲绝，含苞待
放的花骨朵就此凋零，令人痛心。
每年暑假前老师和家长都反复强调
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也成了老生常
谈了，然而说是说，听是听，还是有
很多人对这些忠告不以为然、我行
我素，结果不断有惨剧发生。

漫长的暑假快到了，如何避免
因洗澡溺水身亡的惨剧发生，笔者
认为光靠老生常谈还不够，要全社
会都来呵护下一代的成长，学校和
家庭都得参于管理和教育。

学校是教育孩子最有力的阵
地，在放暑假之前要组织一次注意
暑期安全的专题活动，请人做报告，
或搞一些图片展览，加强游泳、消
防、交通方面的安全教育。班级中
也可以搞安全教育的主题班会，不
谈其烦的向孩子们灌输暑期安全的
常识，让孩子们警钟常鸣。

新闻媒体要加强暑期大中小学
生安全方面的公益广告片的制作发
布，也可以在暑假特别节目里插播
一些因为游泳不注意而造成惨剧的
视频片断，随时提醒学生们注意。

在暑假中可以有组织的让学生

们参加游泳活动，但必须在正规的
有救护保障人员的游泳池、游泳馆
里进行，切不可到不知深浅的沟、
河、湖泊、水库里去游泳，雨季到来，
沟满河平，有些地方看似水面平静，
表面水温高，水底却冰凉，而且有的
地方水底还有暗流，暗藏杀机，水性
再好也可能被水卷走，况且多数学
生水性一般，所以千万不能去。

家庭是孩子们的大本营，父母
是孩子们的第一监护人，暑假期间
除了加强安全教育外，要把孩子们
的暑假生活安排得轻松快乐，可以
让他们去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劳动，
既培养他们的自立能力，又能培养
孝顺父母的基本素质，还可以让他
们去为左邻右舍的老人和孩子们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还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加强
学生的安全教育。社区居委会可以
安排一些有益青少年的健康向上的
活动，让他们在有益的活动中健康
成长，不随意乱跑到外面去单独活
动或去洗澡，家长工作忙，可以发挥
社区里的一些大爷大妈们积极性去
参加这项活动，陪伴孩子度过暑假。

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是国家
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让我们全社
会都行动起来，管理和教育一起
来，让孩子们快快乐乐、健健康
康、平平安安过暑假，不要让悲剧
重演！

暑期安全教育不容忽视

百姓说话

张亚莉

日前，湖北宜昌一码头一
艘货船装运大米时，散落不少
大米，20余只麻雀在此抢食大
米后相继死亡。事发后，宜昌市
政府、公安局和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高度重视，经过对该船
装运的4批大米进行取样抽检
化验，确认大米并无问题。而对
麻雀的死亡，技术人员分析说，
它们可能是抢食大米过多导致
撑死。（《新民晚报》7月2日）

麻雀集体死亡真相谜团，
该如何求解呢？根据现有技术，

找到麻雀死因应该不难。最直
接的方法就是解剖死麻雀，甚
至为了确保解剖结果客观公
正，可送到相关专业部门并聘
用社会监督人员全程跟进，将
各种数据甚至结论一一呈现在
公众面前，谜团自然可解。

问题是，麻雀死因浮出水
面，即便真的是吃多了被撑死，
也未必能真正释疑。毕竟，麻雀
被撑死，大米未必没毒。同样的
道理，大米涉毒未必毒死麻雀。
关键看该大米究竟安全与否。
换言之，更要在大米检测方面
下工夫，全面检测该批次大米
达标与否，弥补抽检可能存在
的缺陷和漏洞。其实，食品安
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必须付

出这样的努力。
很显然，“大米撑死麻雀”

本身就是一只值得解剖的大麻
雀。但不能仅仅只是解剖死去
的麻雀，还必须解剖抽检大米
的懒政做派，尤其是解剖食品
安全这只更大的麻雀。因为，此
前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有毒食品
害惨了消费者，并留下严重的
心理阴影，让人没法放心吃东
西。可以说，此次“大米撑死麻
雀”事件，明显再次引发公众由
来已久的担心，也才会咬住“大
米撑死麻雀”不放。

食品安全无小事。大米究
竟有无危害、是否安全，必须
得到科学论证、严格求解、权
威确认。

应深度解剖食米而亡的麻雀
朱慧卿/图

6月10日，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在深圳签署全面业务合作协
议。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董事长王
滨、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等出席签
约仪式。

中国太平与招商银行本次签订
的协议内容涵盖代理保险、银行卡
业务、资金结算与现金管理、保险
资产托管与投资、财务顾问服务和
股权基金业务、养老保险业务、电
子商务以及海外业务等多个领域。

双方表示将结合各自的经营特色和
客户资源，在私人财富管理、小微
企业金融、保险资产投资以及互联
网金融等领域进行务实探讨并开展
有益尝试，以期将双方业务合作推
向新的高度。

此外，招商银行和中国太平合
作开发的“招行太平联名芯片卡”
于6月10日正式发布。双方将依托
此联名芯片卡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
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中国太平与招商银行签署全面业务合作协议

近日，山东省拟定禁止“啃老”入法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掀
起了对“啃老”现象的又一轮讨论热潮。“啃老”现象太普遍并有
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因素，中国的家长往往给予孩子过多的关注
和照顾，甚至从幼儿园到大学到找工作找对象一切包办，而没
有给孩子独立发展的空间，以至他们即使长大成人，在心理上
也很难真正成熟，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认识到对父母的赡
养义务，仍然愿意在父母搭建的安乐窝中，不愿走出去，迎接人
生的挑战。另一方面，“僧”多“粥”少，社会没有给教育生产线
上，每年数百万的毕业生们提供足够多的岗位和足够均等的发
展机会，在就业难和高房价的压力下，“啃老”成了一些年轻人
唯一的选择。这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而已经成为全国性的社
会问题。

各位读者，你如果对“啃老”问题颇有感触，欢迎拿起笔来，
写出你的心声。来稿邮箱：zzwbsy2013@163.com

启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