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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观察

刘雪松

如果不是会议桌上据说高达
30多元1瓶的矿泉水，被细心的网
友一眼认出来，安庆市委书记虞爱
华手拿废弃日历纸做讲稿的会场细
节，争议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大。

成也细节，败也细节。现在好，
两个反差太大的细节，褒贬不一了。
安庆市委书记虞爱华，顿时遭遇了
舆论的冰火两重天。

据说这个叫做“觅仙泉”的高级
饮用水产自安徽本地，每瓶标价35
元，是“源自大别山深层岩石裂隙缝
的天然泉水”。这么高价位的水，与

北京人民大会堂里常用的块把钱1
瓶的农夫山泉相比，显然不在一个
豪华的层面。所以，有愿意往善意的
方向猜测的网友分析，不排除是当
地企业赞助，因此，与虞书记拿旧日
历做讲稿，不能混为一谈。

但在领导干部作风问题上，眼
睛容不得半粒砂子的网友却不这么
看。你书记在节约一张A4白纸上殚
精竭虑到了用旧日历替代的地步，
为什么容得下主席台上每人1瓶35
元的矿泉水？即便这些矿泉水来自
商家赞助，你安庆市委市政府吃人
嘴软之后拿谁的利益去回报商家？

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双方都
有道理，但之所以形成唇枪舌剑的
一场舆论博弈，归根结底还是领导
干部的勤俭节约，在形式与内涵上

没有得到妥当协调。
作为一种身体力行的倡导,虞

书记本人是想在勤俭节约上做个表
率的,出发点无可厚非。但现在许多
老百姓对于领导干部的俭朴表现，
之所以习惯性持不信任态度,正是
因为他们不只是看媒体正面报道了
什么,更想看领导干部没被媒体报
道的另一面;不仅希望看到领导干
部自己做了什么，更想看到领导干
部通过自己的表率作用和权力影
响,让整个权力环境的节俭风尚改
变了多少。因此领导的表率作用，如
何与发挥权力的优势，严格要求各
级各部门集体倡导勤俭节约的风
气、建立节约制度、规范勤俭程序，
更好地结合起来，已经成为民众对
于官员落实“四风”和“八项规定”的

进一步要求。并且民众往往将后者
看得比领导干部个人节俭的小节更
重要，更有效。

1 瓶 35 元的矿泉水,成为手拿
旧日历讲稿致词的虞书记勤俭节约
形象的“高级黑”，这是发现了好榜
样的媒体和虞书记本人，实在未能
料到的尴尬事。

事实上，真正“高级黑”的，倒不
一定是这瓶矿泉水，有时候倒是一
惊一乍发现大新闻、不放过领导干
部任何一个“正能量”宣传的媒体，
是浓墨重彩将领导干部应该做的
事、能够做的事，当成高大上的功绩
一样来渲染的过度宣传。

当领导干部骑自行车送女儿上
学也能成为重大新闻，当官员慰问
环卫工人时扶了一下扫把也能成为

各大媒体的头条，当虞书记讲话稿
省了一张A4纸这样的细节也会被
无限放大正能量，那么，讲实效的民
众，就会习惯性地心存疑虑，就会习
惯性地寻找与这些细节不一定对称
与和谐的细节，以反证自己的怀疑
与不信任。

虞书记本人未必是在作秀，即
便作秀，那么，作一个勤俭节约的
秀，也可以理解此中的良苦用心。但
是，如果虞书记将良苦的用心进一
步延伸到权力能够影响的制度范
围，那么，这瓶昂贵的矿泉水，就不
一定有机会上得了主席台的台面来
煞虞书记用旧日历做讲稿纸的风
景。这大概正是有网友觉得，被媒体
大力宣传的虞书记节俭画面，构成
了“穿帮”与“败笔”的原因所在吧。

一瓶高价矿泉水穿了谁的帮

画里有话画里有话
百姓说话

王晨曦（本报）

“周扒皮”是周春富的“化身”，也
是高玉宝笔下的恶霸地主。“周扒皮”
为了让长工能多干活，半夜起来学鸡
叫。后来，“周扒皮”就成了剥削人民的
地主“代表”。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编辑出版的
《山东人大工作》杂志，发表了题为“周
扒皮真相”一文，作者孟令骞用大量的
采访资料有力地驳斥了《半夜鸡叫》对
周春富的丑化，还原了背负几十年“恶
霸地主”骂名的周春富的真实面貌。

周春富系东北复县人，先祖是“闯
关东”时在当地定居的。同村的 83 岁
的老农民阎振明说：“周春富继承了一
些土地，但不多。”在周春富看来，那些
浮财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
实实在在的保障。土地不仅能保障一
家人的吃喝，还能让子孙受益。于是，
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
点地攒钱、置地。

资料显示，周春富育有五子三女，
他要求儿女们都要出工干活，生活上
也要节俭。儿女们也有这样的印象，

“老头子”不仅对自己特别抠门儿，对
家人更是如此，可对家中的长工和短
工则大不一样。他认为，你不对人家

好，人家就不会好好给你干活。所以，
他特别看重农活好手，对他们比对亲
人还要亲。而且他自己不分寒暑，也总
是起早贪黑地忙活。文革时，曾在周家
做过长工的孔兆明，被要求上台“忆苦
思甜”，揭露“剥削故事”。孔兆明讲着
讲着却说走了嘴：“我们当时在周家吃
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
豆腐，比现在好多了……当时在周家
一年能挣 8 石粮，可以养活全家人
……”干部赶紧把他拉下了台。

孟令骞通过对周家人和仍在世的
周家长工短工的采访，得到了一个完
全不同的结论，与《半夜鸡叫》中所述
之事相去甚远，这些资料也得到了当
地乡亲和史志专家的认可。文中还根
据几位在世长工和短工的回忆还原出
了周春富的形象，长工刘德义说，周春
富就是一个满身尘土，一身布衣，腰间
缠着布条，土得掉渣的农民，他可不是
什么“恶霸地主”，他是个“实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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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勇

为了能在拆迁中获得更
多补偿，贵阳市南明区云关
乡多个村近来出现大规模假
离婚和买卖户头现象，有一
个村一半以上的村民已离
婚。按户补偿催生了应对手
段“翻新”，法律人士认为，买
卖户头的村民涉嫌诈骗罪。
（7月14日《京华时报》）

对于“拆迁买卖户头”的
做法，按照诈骗罪追究当事
人责任不能说没有道理。然
而，“拆迁离婚”行为却与此
有本质区别。在法律上，只要
通过法定程序从民政部门取
得了离婚证，就算离婚。从这
个角度说，很难认定“拆迁离
婚”人群存在诈骗罪的“虚构
事实”这个前提。

事实上不管是投机取巧
运用规则的“拆迁离婚”，还
是“拆迁买卖户头”，归根结
底都是政府出台的拆迁补偿

政策本身不公平、有问题，逼
得村民想出一些有悖道德甚
至不合法的对策。

因此，即便“拆迁买卖户
头”涉嫌诈骗罪，在追究法律
责任时，应该考虑到起因是
拆迁补偿政策本身不公平这
个情节，以及没有造成实质
性危害这一后果，进行从轻
处罚。更重要的是，政府应当
反思拆迁补偿政策的不合理
之处，及时进行修改，让拆迁
补偿更公平、更合理，而不是
简单地依赖法律的打压。

“假离婚”
李宏宇/图

近日，山东省拟定禁止“啃老”入法引起广泛关注，掀起了对“啃老”现象的又一轮讨
论热潮。中国的家长往往给予孩子过多的关注和照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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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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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扒皮”其实是实在人

枣庄仁和医院现因业务需
要，特诚聘以下人员：耳鼻咽
喉科医生 4名，内科医生 4名，
眼科医生 2名，康复治疗专业 5
名，检验专业 2名，B超人员 2
名，护士6名，均需大专以上文
凭，有执业证、临床经验者优
先，另招养老护工6名，工资面

议，转正后给予缴纳社会保险。

地址：枣庄市市中
区经济开发区长江路2
号（西昌路与人民路交
界路口向西50米路南）

电话：3051617

招聘启事

贺 敬 义 ， 枣 庄 市 立 二 院 院
长 ， 主 任 医 师 ， 高 级 心 理 咨 询
师，山东省医学会精神病学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枣庄市医学
会 精 神 病 学 专 业 委 员 会 主 任 委
员。长期从事精神病学研究和临
床诊治工作，专业造诣深厚，著
述甚丰，出版专著 10 余部，发表
论文 30 余篇，多项研究成果获
奖。

贺敬义简介

精神卫生名家讲座精神卫生名家讲座

据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提供的
数据，目前，城市上网小学生比例为
25.8％，初中生为 30％，高中生为
56％。我国网瘾青少年约占青少年
网民总数的 13.2%，而 13岁至 17岁
的中学生群体成为“网瘾重灾区”。

1、网瘾对青少年生理的影响
青少年长时间地沉迷于网络可

导致视力下降、肩背肌肉劳损、睡
眠节奏紊乱、食欲不振、免疫功能下
降。停止上网则出现失眠、头痛、注
意力不集中、恶心厌食、体重下降。
由于上网时间过长，大脑高度兴奋，
导致一系列复杂的生理变化，易诱
发心血管疾病、焦虑症、抑郁症等，
甚至猝死于电脑前。青少年正处在
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些问题的
出现都会对他们的身体健康和成长
发育产生极大的影响。

2、网瘾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
长时间上网会使青少年迷恋于

虚拟世界，导致自我封闭，与现实产
生隔阂，不愿与人面对面交往，久而
久之，必然会影响青少年正常的认
知、情感和心理定位，甚至可能导致

人格异化，不利于青少年健康人格
和正确人生观的塑造。患者一旦停
止上网便会产生上网的强烈渴望，
难以控制对上网的需要或冲动，这
种冲动会使其工作、学习时注意不
集中、不持久，记忆力减退。因不能
面对现实，会产生情绪低落、遇事悲
观、消极等现象，会导致心理问题，
甚至产生精神障碍。

3、网瘾对青少年道德的影响
网上的世界既是对现实世界的

延伸，又存在着扭曲。现实中的事
物，在网上容易被夸大，甚至会变为
相反的东西，这就容易使青少年产
生“角色混乱”。网络是一个“身份
丧失”的地方，在网上你不仅可以匿
名，而且还可以隐藏性别、年龄、种
族和社会地位，面对这样的一个虚
拟世界，稍不留神就会迷失方向。

网络里充斥着有关色情、暴力、赌
博、迷信等不健康的东西，容易刺激
青少年的感观，产生诱惑。对涉世
未深的青少年，本来就缺乏判断力
和识别力，加之缺乏道德自律，现实
中的世界都容易使他们感到迷茫，
更何况是没有坐标的虚拟世界，这
无疑对他们健康的社会性发展是一
个严峻的挑战。网游大多以“攻击、
战斗、竞争”为主要成分，长期玩飚
车、砍杀、爆破、枪战等游戏，火爆刺
激的内容和场面容易使游戏者模糊
道德认识，淡化虚拟游戏与现实生
活的差异，误认为这种通过伤害他
人而达成目的的方式是合理的。一
旦形成了这种错误观点，便会不择
手段地去欺诈、偷盗，甚至对他人
施暴。目前，因为玩电子游戏而引
发青少年道德失范、行为越轨，甚

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例子很多。
4、网瘾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
网瘾的青少年最为直接的危害

是影响了正常的学习，使他们不能
集中精力听课，不能按时完成作业，
成绩下滑，丧失学习的信心和兴趣，
甚至会发展到逃课、辍学。网络中
各种不健康的内容，也可造成青少
年自我过分放纵，使法律及道德观
念淡薄，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患有
网瘾的青少年，为了能上网，不惜用
掉自己的学费、生活费，不惜丧失自
己的人格和自尊向人乞讨，在外借
钱，在家欺骗父母，甚至发展到偷
窃、抢劫，最后走上违法犯罪的道
路。

青少年沉迷网络的危害
◆ 贺敬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