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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个体素质
戕害社会良心

6 月 3 日，天津 2 名女青年在西沽公

园湖边玩耍时不慎落水。一名路过中年

男子将两人救起，浑身湿透，手机也浸水

损坏。两名女青年上岸后相拥哭泣，随

后未向施救者道谢即离开。有旁观游客

要求二人向救人者表示谢意，两名女子

迅速离开。救人者笑着自行离去。（6月4

日央视）

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

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时间被紧缩了，

而问题也诞生了，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

则是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传统的道德

已经解体，而新的道德却又尚未建立。

而根据西方规律，只有受保护的社会才

能产生道德自律，换言之，仍需从法治层

面给道德良善者以保障，方能免除其后

顾之忧，除此之外，则是加强德育教育的

言传身教，如从家长、老师做起。

当救人者好心救人，却可能连一句

最起码的“谢谢”都没有，这样的个体素

质，难免戕害社会良心，让行善者心寒、

围观者胆战。本来道德就处于很敏感

的位置，任何个体对道德的负影响都可

能发挥到极致，因而，这是必须打预防

针的。

章中林

“庙宇收童子”是惑众谣言还是“促销广告” “幽灵学校”领教育补助
讽刺了谁

近 日 ，一 则 名 为

“实习护士虐待新生婴

儿”的消息在网上传

播。在被曝光的博文

截图中，一只着蓝色无

菌服的女子的手，让脖子脆弱的新生儿

处于危险姿势、给婴儿“画脸”。该女子

的微博称“2b孩纸完全不反抗的么，被贴

了猪鼻纸还睡那么香”。（今日本报 11

版）

一名实习护士让脖子脆弱的新生儿

处于危险姿势，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达到

调笑的效果。对于这名实习护士的所作

所为，笔者感到匪夷所思，这简直就是对

新生婴儿的无知，护士应该知道新生婴

儿的脊椎非常脆弱，这样做或许当时并

不会立即产生不良后果，但很有可能会

对婴儿以后的发育成长带来不利影响。

作为一名医学院校的学生不应该不知道

这种行为的后果。

除了指责缺乏医德之外，笔者更为

担忧的是，这名实习护士是出于一种炫

耀的心态才在微博上自曝其丑。而如果

不是出于这种目的，那么这样令人背后

发凉的行为很有可能无因可索了。

鉴于此笔者想起了另一出虐婴丑

闻。2011 年 6 月，一段“育儿嫂虐待婴

儿”的视频在网上疯传。视频中，育儿

嫂将仅 10 个月大的婴儿高高抛起，重重

摔在床上；不仅殴打、谩骂婴儿，还让婴

儿啃她的脚趾。而这则视频是由婴儿

的母亲利用摄像机拍下的。在如山的

铁证面前，《刑法》却缺乏制裁的条目。

《刑法》规定的虐待，说明是家庭成员之

间的行为，而保姆这种情况，不在这个

范围内。而且，即使是虐待，也要造成

一定后果。否则法律也处理不了。-般

来说，保姆虐待婴儿，只能从道德层面上

给予谴责。

如果对实习护士的行为进行监督则

更为难上难了。在医院壁垒面前，第三

方个人的监督只能是望洋兴叹。

知耻而近乎勇，笔者呼唤第三方医

疗监管。医院本应该是治病救人之所，

但在以医养药、矫枉过正的背景下，悬壶

济世的妙手仁心渐行渐远，一颗贪婪之

心却能登堂入室。

在医患博弈中，患者倘若一再容

忍，只能进一步助长不良的治疗之风，

惯坏不称职的医疗人员。接连出现的

缝肛门、虐婴门事件早已经越过了公众

的容忍底线，不当的医疗行为已经到了

必须下决心整治的时候了。除了患者

自身要增强维权意识，我们需要第三方

监管机构，让一个客观权威的“监管者”

与监管制度，帮助普通消费者将医疗隐

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将医患纠纷有效地

化解。

当然，独立于医院和患者之外的第

三方医疗监管机构，笔者以为不应该过

分地带有官僚化色彩，应该加强独立个

人介入机制。第三方机制也应该从另一

个角度着眼，如医院定期向社会公布相

关医疗录像等，而不是当做内部资料，仅

限内部交流。

无论第三方是个人还是机构，唯有

彻底摆脱任何利益纠葛，独立医疗监管

才能迫使不当医疗之风低头，使不当医

疗行为不敢越雷池一步。

近日，河北沧州、保定等

多地传言有庙宇坍塌，神仙要

出来收童男童女，居民纷纷放

鞭炮、吃黄桃罐头辟邪。超市

罐头被抢购一空，价格由之前

的 7 元涨至 12 元。6 月 3 日，

河北公安官方微博进行辟谣，

呼吁民众勿信封建迷信。有

专家表示，希望政府做到信息

公开可防止谣言传播。（6月4

日长城网）

记得“非典”时期，一则

“非典型肺炎是禽流感B－2”的谣言，引发

大批市民指名购买处方药达菲，数天内达

菲需求量剧增 100 倍。而有关方面经过调

查后，揪出了恶意制造虚假信息的造谣者，

目的就是为了借机促销获取暴利。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谣言当做一般

的迷信现象来看待，只是发个声明辟一下

谣、抓几个典型教育一下，显然没有找准问

题要害，更不能铲除其赖以生存的土壤，而

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将其视作扰乱人心、

扰乱市场、哄抬物价、不公平竞争、谋取不

当得利的非法行为，认真调查、严肃打击、

坚决处理。

看来，这些所谓“庙宇收童子”的谣言本

身就是“邪”，当政府及有关部门将其揪出的

时候，广大公众再来放一通鞭炮、吃几盒罐

头倒是必须的，毕竟这种谣言再也不会祸害

百姓、扰乱社会了。舒爱民/文 朱慧卿/图

“上班前先看看全家福”。近日，在常

熟一当地论坛，有网友爆料称，常熟当地一

知名企业为了安全生产，想出了一个“绝

招”，要求每位员工拍“全家福”拿到厂里，

上班前看看。帖子一出，立即引起了众多

网友的关注，有人支持有人则觉得荒唐可

笑。（6月4日《现代快报》）

提供“全家福”照片，每天上班前看

一下，有点像企业开展的“安全亲情寄

语”，诸如“不图你金钱，只要你平安回

家”、“平安是福，快乐为本”、“认认真真

每 一 天 ，平 平 安 安 回 家 来 ”、“ 早 点 回

家”……这些平淡而又真情的话语，真实

地表达了家人对职工的企盼和嘱托。企

业仿照这种形式，让职工每天看看家人

照片，也是为了增强职工的安全意识，让

他们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否则，一

次事故，就是一场灾难，无论是企业或家

庭，都“伤不起”。

重视安全，的确应当成为一种习惯，但

不能止于习惯性看照片。这家企业因为前

段时间频出事故，所以才有领导想出这个

“妙”招，大概是想让照片起到“辟邪”和“赐

予我力量”的作用吧，好在不是硬性规定。

即使如此，把“全家福”置于企业告示栏中，

容易带来同事的指指点点，如被人挪作他

用，则是对个人隐私的一种侵扰，有些特殊

家庭甚至根本就没有“全家福”，非要让他

们出示，只会引起尴尬，难怪有员工从网上

下载伪造的“全家福”拿来应付，供人“瞻

仰”。此外，上班前看看家人照片，容易沦

为一种形式，而抓安全教育和安全生产，最

忌形式主义，必须出实招、求实效。企业可

以把“上班前看家人照片”当做安全教育的

辅助方式，而不是安全教育的全部。作为

企业，更应该检查一下，安全制度是否落

实、应急预案是否制订、安全隐患是否消

除、消防器材是否备齐、有没有对员工进行

安全培训和事故演习……

由每天上班看看“全家福”，笔者想到

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人手一本“红宝书”，

每天都要背上几篇语录，唱上几首经典红

歌，跳上几段“忠”字舞，可是效果如何呢？

相信经历过那一时代的人都有体会，不说

也罢。

西医奖金与中药用量挂钩，要

求二级以上医院设立药膳科，规定

吃中药、针灸、拔火罐等可100%报

销等。

——据媒体报道，因力挺“真

气运行培训班”而受到关注的甘肃

卫生厅长刘维忠，近年来推行“中

医复兴运动”，号召医务人员学习

真法以“无药治病”。

“教你不听，我死给你看”

——5月27日，广东湛江市遂

溪县1名农妇因14岁网瘾儿子泡

网吧在其面前上吊自杀。当日，该

农妇强行从网吧把儿子拉回家，并

用绳子将儿子绑在床头打骂。儿

子称母亲最后说要死给他看，母亲

把头伸进绳套内，等他救下母亲，

母亲已救不回了。

湖北省阳新县“蹦”出几千名学生领

取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甚至

还有几所已经拆并的“幽灵学校”依然再

领，估计套取国家补助几千万。其中仅一

所白沙中学就多出 3000 人。（《中国青年

报》6月4日报道）

如果个别学校虚报还可以理解，但是

整个县几乎没有学校不虚报，就让人费解

了。更让人费解的是竟然连“幽灵学校”

也可以堂而皇之地领取数万元国家补贴，

真是“不怕你想不到，就怕你做不到”啊。

作为一项政策性投入，决策和审核是必须

严格把关的，而现在完全成了聋子摆设，

原因在哪里？直接原因摆在那里，就是相

关部门和人员的集体失职、渎职甚至是腐

败造成的。我们有完善相关拨款的审批、

划转机制，严格把好划拨关；也有透明公

开，申报条件、实拨数额、使用去向都进行

公示的制度。可是结果却是监督、监管、

审计完全失灵，还能用什么来保证这笔骗

取的资金能够落到实处呢？这难道不让

人深思吗？

但是，根本原因恐怕是当地领导者有

意为之。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无

论到哪个学校一走访就知道，他们会不

知道？可能吗？我们主管单位有严格的

审计上报制度，财会中心每年也有相关

的审计，就是坐在家中看看数字都能看

出漏洞来，他们难道会是“睁眼瞎”。新

闻中列举了这样的一个实例：从 2007 年

到 2011 年，表上所刊载的中小学生总户

数经历了数次大起大落。从 2007 年的

912户，变为2008年的572户，一年之后在

2009年的统计中翻了一倍，又变成了1056

户，2010 年一年保持不变后，又在2011 年

变成 560 户。这样的漏洞百出也能够安

然过关，如果不是当地县政府和教育主管

部门“联手”，可能出现这种让人瞠目结舌

的情况吗？

由全家福想到红宝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