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西流

湖北武汉汉阳一小学班
主任悬赏50元怂恿学生从二

楼跳下，一四年级学生经不住
诱惑跳下把腿摔断。这是汉阳
司法局16日披露的一起惊人
事件。司法局相关人员向学生
家长解释：只要伤者被认定为

轻伤，班主任肯定要承担刑事
责任的，其次民事赔偿责任也
要承担。学校也应当承担事后
的赔偿责任。

（9月17日《武汉晨报》）

怂恿学生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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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观察

敬一山

在道歉声明中，副县长只字未
提官方在工厂污染事件中的责任，
也没有为污染给民众带来的伤害而
道歉，倒是为“被撑伞”造成的不
良影响而一再道歉，岂不讽刺？

(9月18日《新京报》）

近日，有“河南县官与民众对
话：警察持枪撑伞护卫”的图片在
网上流传。之后，获嘉警方否认民
警持枪，称拿的是对讲机。当事副

县长也在获嘉官网发道歉声明，称
与群众对话时现场人多，声音比较
乱，只专注解释有关情况，没有注
意、也没有阻止有人给他打伞，对
于造成的不良影响，“表示深深的
道歉”。

不知道这位副县长道歉时是何
心情，作为局外人看来，多少觉得有
些荒诞。因为化工厂的气味扰民，
当地已连续发生“不明真相的群众
上街非法集会游行”，直到9月15日
当地公安局还在敦促“违法犯罪人
员投案自首”，但没有引起外界太多
关注，现在却因为一张“撑伞照”成
了舆论焦点，副县长不知会不会有

“功亏一篑”的感觉？
在道歉声明中，副县长只字未

提官方在工厂污染事件中的责任，
也没有为污染给民众带来的伤害而
道歉，倒是为“被撑伞”造成的不
良影响而一再道歉，岂不讽刺？副
县长有没有在其他场合对市民表达
歉意，我们无法定论，只是按常理
推断，如果他能始终如此及时回应
舆论关切、保持谦恭姿态，一个化
工厂气味污染事件，断不会如此。

从媒体梳理的事件脉络看，9
月 3 日化工厂违规生产排放气体，
直到9月9日民众抗议，才被要求

“立即停电停产”。更诡异的是，在

当地宣称工厂停产之后，民众抗议
再度发生，并出现官方所说的“打
砸车辆、损毁财物、非法拦截机动
车辆强行索要钱财”。对此，当地
的解释是“少数别有用心人员组织
不明真相群众”。但有现场市民说
他们是担心工厂再复工，静坐抗
议，而警察抢走他们的食物甚至手
机，因此矛盾激化。

双方各执一词，哪一个更接近
真相？不论答案如何，这种分歧的
存在，当地政府都难辞其咎。在对
外承诺勒令工厂停产之后，竟还有
那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是解
释说服工作不到位，还是对污染企

业的整治不够说服力？这不是群众
的愚昧，而是地方政府的耻辱。

副县长最该为之道歉的，不是
那张“被撑伞”照片，而是对污染
企业的治理何其失职，对民众的诉
求何其迟钝麻木。一个“被撑伞”
照，就让副县长无比紧张，或许是
因为伞公然打在他的头上，引起舆
论风潮之后，极可能影响到他的个
人形象和仕途，所以极尽谦恭。而
化工厂污染的出现，抗议活动的失
控，又该追究谁的责任？也只有把
问责的“大伞”罩住具体官员，才
能让他们今后遇到类似事件时，像

“被撑伞”照曝光一样紧张。

“被撑伞县官”该为什么道歉

画里有话画里有话

网言个论

屈旌

9月12日早晨，郑州的老王将儿
子送到学校，儿子冒雨跑进校门，称
老师不让打伞，否则会受罚。老王才
想起，的确收到过老师短信，称为了
安全，禁止雨天打伞，学生进出校园
只能穿雨衣。记者调查发现，“禁伞
令”在郑州多所学校存在，违反的学
生一般会口头警告，有些被罚站，严
重者则会被通报批评。

（9月16日人民网）

下雨要打伞，是生活常识，亦是
正常行为。所以，乍一听来，“禁伞
令”的确令人费解。但是，换个角度
想想，老式雨伞的尖头设计，的确具
有一定危险性。低年级学生年龄小，
好奇心重，模仿能力强，有意无意
中，伤害到自己或他人，都是可能存
在的情况。于是，这个不合理的规
定，瞬间就显得合理了。

不合理的规定，轻易地合理起
来，似乎棘手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只是，一位家长忧虑的话语，令人深
思：“打伞有危险，就禁止打伞，那尺
子、笔，还有圆规呢，以后是不是都
得禁？”这担心不是多余，事实上已有
太多类似的禁令，在校园里悄然蔓
延。禁止奔跑追逐，禁止骑自行车上
学，甚至禁止拿着硬物转身，诸多禁
令，与孩童天性背道而驰，不仅难于
实施，也让人隐忧重重。

短期来看，“禁伞令”只要学校坚
持，家长配合，肯定会有一些积极效
应。但是，长久来看呢？近年来，由

于集体活动中容易出现安全事故，已
经很少有学校组织春游、秋游等集体
活动了。那么，在常态化的“禁令”
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又会形成怎样
的习惯和思维呢？

想来，我们早已不缺乏这样的办
事思路了。某处河边常有溺水事故，
索性就封掉，连风景也别看了；某处
公共设施经常被偷，索性就撤掉，谁
也别用了。创造和建设，当然是最难
的，而无视困难、假装问题不存在，
则是最懒惰、最容易的选项。“禁伞
令”可以理解为这种思维在校园生活
里的渗透，而我们所期望的安全意识
教育，绝非是这样的一禁了之。

当然，我们更需要去体会到，“禁
伞令”背后的教育压力和苦心。孩子
安全教育的实施，每个家庭，每所校
园，包括上学路上经过的你我，都该
感受到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履行责任
的第一步，便是认清责任，面对责
任，别再以禁止日常行为的不合理规
定，作为管理和免责的法宝，更别让
我们的孩子，在重重禁令中憋屈地成
长了。

别让孩子在“禁令”中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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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近日，有网友跟拍洛阳市
政法委副书记高茂曾，举报其“嗜赌
成性”、“开公车出入高档饭店”。高茂
曾回应，开公车去吃饭是因为司机不
在，且只是“农家饭店”。打牌是吃饭
后到朋友办公室聊天，娱乐而已，没
有赌博。（南方都市报9月17日）

点点评：还很会“辟谣”。

新闻：在东莞长安新民社区的一
条臭水河岸边，一个全身赤裸、连脐
带都未剪掉的新生儿，挺过台风的

“洗礼”，被送往医院后，经初步救
治，坚强的小宝宝已脱离生命危险。

（南方都市报9月17日）
点点评：世上只有妈妈好？

新闻：今年 4 月份以来，郑州市
西三环的路面至少发生 13 起塌陷事
故。9月15日晚出现的塌坑范围继续
扩大，并向东蔓延，几乎与9月2日的
塌陷点相连。（河南商报9月17日）

点点评：贪官奸商落马，真相大
白天下。

新闻：“我现在没有办法说话，风
实 在 是 太 大 了 ， 现 在 几 乎 都 是 风
……”台风“海鸥”正横扫海南广
东，广东气象影视追风记者冒着狂风
巨浪播报台风，甚至有记者把自己五
花大绑在树上。

（中国经济网9月17日）
点点评：注意安全生产。

新闻：迷恋动漫的90后大三女学
生豆豆，一直梦想着能像动漫公主一
样拥有“爆乳”般性感曲线。为了实
现梦想，豆豆选择了丰胸手术成功拥
有“K胸世界波”，实现从情趣内衣模
特到动漫公主的华丽跨越。

（南方都市报9月17日）
点点评：中看不中用。

新闻：外地来南京的女孩方某，
刚满18周岁，家庭富裕。因为父母忙
于做生意，而且在南京又没什么要好
的朋友，为了寻求生活上的刺激，竟
两次抢夺快递员的包裹。

（现代快报9月17日）
点点评：当心失联。

新闻：每天中午，北京市第十四
中学食堂外的小广场上排着上百名学
生等待打饭。全校学生只能经过唯一
一条通道排队进入饭堂，且打饭窗口
只开两个，排在队尾的学生因时间太
紧张只能无奈不吃或叫外卖填饱肚子。

（北京晨报9月17日）
点点评：校长在哪儿吃？

新闻：美国 14 岁女孩艾米丽·迪
普莫通过众筹网站集资 31900 美元，
来拍摄自己的第一部恐怖电影，日
前，这部名为《雕刻师》(Carver)的恐
怖影片的预告片已震撼发布。

（环球时报9月17日）
点点评：咱孩儿们正准备中考呢。

新闻点点评

@大脸撑在小胸（博士
后）：觉得女明星挺可怜的。
一朝后院起火，大家都盯着等
回应。分的话，一群人骂她不
懂事不顾大局不能共患难；忍
的话，另一群人骂她没骨气没
尊严没现代新女性之觉悟。其
实分不分、忍不忍，都是人自
己的事。老公出岔子，最痛苦
最难堪莫过于她本人，外人何
必撒盐。无论做什么选择，就
让她自己冷暖自知好了吧。

@刘胜军改革：【内地慈
善：并非钱那么简单】恒隆地
产陈氏家族向哈佛公共卫生学
院捐3.5亿美元，创哈佛史上
最大单笔捐赠。陈启宗称，

“捐助内地项目，并非钱那么
简单。有一次捐助故宫修复建
福宫，被改的一塌糊涂，变成
了五星级酒店装潢。我弟弟气
得半死。在内地捐钱有时是自
讨麻烦。我弟弟跟我说，算
了。”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

有无缘无故的恨！

@勿怪幸（外科博士）：
Adrian Peterson，明尼苏达州的
橄榄球巨星，近几日成了全美
注目焦点，各大赞助商包括
nike，纷纷撤销他和他球队的代
言广告，州长公开发言呼吁球
队对他停赛，各大媒体铺天盖
地报道，检方也已介入。这一
切是因为他用一根树枝打了他

“深爱”但顽劣的4岁的儿子。

微言大义

 肖杨

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女工潘
晶晶被情敌两次悄悄投放剧毒
铊，成了植物人。令人惊奇的
是，普通人难以获取的剧毒铊，
竟然可以从网络上轻松购得。
（9月17日《楚天都市报》）

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在生
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
以及处置废弃上，有明确规
范。然而，不管是此前的圆通
毒快递事件，还是普通人能网
购到剧毒铊，都说明了危化品
监管并不严密。

据媒体报道，安徽这起
投毒案中的铊，是通过网络
从一家并未取得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的公司购得的。
而究其源头，该公司又是从
一家化工企业轻易购得的。
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的经营实
行许可制度，没有取得经营
许可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
得经营危险化学品。显然，网
购到的剧毒铊，轻松突破了生
产、流通、运输等众多环节的
安全防线，不得不追问，违
反相关条例，随意买卖、运
输危化品的这些行为，是否
得到了相应追责？

早有分析指出，现在很多
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之所以

未严格遵守相关条例，一个重
要原因在于监管不严，处罚力
度不高。比如违规售卖，根据
相关条例，一般也就是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违规成本低
显然纵容了侥幸心理。而快递
行业不查验、抬价揽收禁寄物
品，亦给危化品随意买卖流通
提供了便利。

随着现代化工业的发展，
存在大量足以造成严重伤害的
危险化学品，而此类物品的管
理一旦疏忽，后果难以想象，
理应引起重视。尤其眼下网购
和快递已成常态，当务之急，
就是要避免危险化学品信息在
网络上泛滥。

为何总有人能网购到危化品

百姓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