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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 CHANG DAO非常道

□张玉胜

培养“好男人”
何须“男德班”？

美学者:中国需正视人口危
机，要果断停止计划生育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学者

易富贤日前刊文谈对中国经

济的未来看法，他认为中国经

济的未来不容乐观，他的主要

理由是要看人口结构。

他说，几十年的计划生

育，尤其是 1990 年～2000 年

生育率从 2.3 降至 1.22，奠定

了中国今后长期经济衰退的

人口学基础。

他说，中国东北喊了这么

多年产业转型、升级，不但没

有转过来，反而率先出现经济

衰退，因为东北的老年化程度

最严峻。

他强调，中国要振兴经

济，要更换经济跑道、调整发

展模式；更重要的是，要果断

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鼓励生

育政策，有效提升生育率。只

有“人口制造业”复兴，才可能

让“物质制造业”走出衰退。

俄气象女主播语出惊人：
天气好最适合空袭叙利亚

俄罗斯一家电视台的气

象女主播近日报道天气时语

出惊人，竟然称“俄罗斯正空

袭叙利亚，专家称选对了完美

时间，尤其气候方面，普遍来

说，十月是在叙利亚飞行的好

月份。”她列举一堆气候数据

如气温、雨量和风速后，指天

气“不会太影响轰炸”。

她更敦促指挥官要快些

行动，因为未来几周当地将出

现沙尘暴，又形容俄军空袭叙

利亚行动是本周“热门话题”。

去年，借“国学”之名、为女

性“正德”、以传销布局渗透到

全国各地的“女德班”一经曝

光，其所倡“打不还手，骂不还

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的惊

人主张，引发舆论轩然大波。

今年国庆，全国首个“男德班”

在京开班，与全国各地“女德

班”遍地开花的火爆场景不同，

“学做全新的好男人、好伴侣、

好父亲”的“男德班”自始至终

响应者寥寥，仅有两个学员主

动报名，开课时的十余名学员

都是主办方的老朋友。（10月8
日《北京青年报》）

以为祭出一个“某某班”的

宣传噱头，便有了“量身定做”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举办者一厢情愿的天真势必

遭遇现实的尴尬。如同“女德班”的饱受质疑一样，仅有两个学员主动报名的

“男德班”，彰显出男同胞并不感冒的用脚投票。尽管“学做全新好男人、好伴

侣、好父亲”的办班初衷的确迎合了人们的心仪期许，但仅靠短期的速成培训就

能培养出德能兼备的好男人，又有几人会相信？

作为安身立命和为人处世的个人素质基础，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大人还

是孩童，“道德”的培育、净化和提升不仅不可或缺，更是伴随其一生一世，正所

谓“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每个人都身兼多个不同的

社会角色，即便是给“好男人”下个定义，恐也难以穷尽其应有的德行范畴，比如

“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好公民”、“好领导”、“好同事”、“好顾客”……

哪一方面的“好”都有其可以历数的标准和教育的内容，何以只局限于与亲人间

的和睦相处？更遑论“好男儿志在四方”的建功立业？

至于“好男人”是如何炼成的，恐怕更是一个由复杂多元因素促成的系统性

过程，包括社会的培养、父辈的教诲、学校的教育、家庭的环境、自身的感悟等

等，而实践性的磨练更能触及人们的灵魂和认知。仅以课程教育方式培训“男

德”，又如何能取代男人不断长大成熟的社会大课堂？即便是就陪妻教子的“家

庭美德”而论，“好丈夫”的美誉也离不开好妻子的辛勤付出和以礼相待。

也许，鉴于中国连续12年攀升的离婚率，“女德班”和“男德班”的举办，当不

失为将维系爱情和保卫婚姻的希冀付诸行动的探索性创意。但这种教条式的培

训却未必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指望一蹴而就的道德培训，除了能让举办者赚些眼

球和银两外，恐难有治本性的德育效果。只有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有了

普遍和明显的提升，“好男人”的涌现才会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丰润的生存土壤。

“大虾欺诈”背后
是公权力麻痹

各种段子已在流传：点

了几盘8元瓜子，拿过账单一

看：61 万！是一颗瓜子8块；

旁边一个点米饭的休克了，因

为米饭3元，不用说是按粒算

……正是职能部门的不作为，

导致了事态激化。假如及时

处理，网上流传的说不定是

“点赞青岛，谁跟游客耍青皮

就让谁倒”的文章。

@人民日报

儿子不孝
老人带21万现金火化

去年腊月，一火葬场职工

看到火化炉里数张百元钞票

被烧。原来死者陶姓老人十

多年前和两个儿子分家后自

己租房收起垃圾。去年陶老

汉感觉身体不行了，想回家却

被儿子拒绝。最后老人带着

现 金 和 满 腹 委 屈 离 开 了 人

世。哥俩知道后彻底傻眼。

@成都晚报

外卖APP
切莫成“挨骗骗”
□司马童

“一键下单，预约上门。”“快速搜罗附近外卖。”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种为“懒人”量身打造的

手机服务类应用软件层出不穷。然而，网络订餐软

件在方便市民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安全隐患——制

作过程看不见摸不着，餐饮证照不齐，有些甚至连

实体店都没有。这样的外卖，消费者能放心吗？（10
月8日《福建日报》）

说不清是外卖APP催生消费“宅时代”，还是消

费“宅时代”惹火了外卖APP，但有一点不可否认，通

过网络订餐软件的聚合推送，的确凸显了其“省时

又省钱”的服务优点与长处。网络订餐软件“火”起

来了不假，可越是这样“形势喜人”，越应严防“消费

失信”，切莫因着鱼龙混杂，让人早早“品尝”出外卖

“挨骗骗”的不佳体验。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10 月 1 日开始实施

的新《食品安全法》已明确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

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

记，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依法应当取得许可

证的，还应当审查其许可证”。可以说，鉴于网络订

餐看不到食品制作过程的先天短板，外卖APP就不

仅仅只是一个有利双向选择的消费平台，还应一开

始就注重树牌立信，着力发挥好帮助政府有关部门

加强市场监管的前置“耳目”作用，绝不让证照不

全、资质可疑的问题商家混迹其中，或有滥竽充数

之机。

外卖APP虽然“卖”的是网上订餐，但无疑，它更

要凭加盟商家在确保食品安全方面的可靠信誉来赢

得未来。

外卖APP商家良莠不齐，因此，网络订餐软件不

单单应在资质审核上坚持体现把关之严，还应谋求

“化短为长”，开发实现网上订餐食品在制作中的远

程可视。惟有如此，网络订餐软件才会既“火”又

“信”，且相得益彰，真正消除让消费者“挨骗骗”的

心腹之患。

“毒快递”再现
验视制度去哪了？
□黄齐超

记者10月8日从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化学工业

园区分局了解到，近日，南京市再次出现“毒快递”，一

名工人卸货中被化学品烧伤。据悉，受害人快递员小

王的面部、手臂、小腿大面积红肿，情状恐怖。同事立

即将其送往医院。经医院诊治，这名工人应是接触了

有毒化学物品被灼伤。（10月8日 澎湃新闻网）
2013年12月，圆通快递公司发生了毒死人事件，

令业界和舆论一片哗然。全国很多地方的快递公司

都因此而被整顿，并加大了“拆包验视”力度，即快递

人员要“当场开拆包装验视内件”。然而，随着时间的

推移，“毒快递”风波的消散，不少的快递公司对“拆包

验视”有了麻木的心理，甚至视之为累赘。

应对“毒快递”，最好的办法就是认真落实“拆包

验视”制度。去年3月，有媒体就“拆包验视”制定的

落实状况在北京快递行业做了探访，记者探访发

现，一些快递公司并没有将“拆包验视”规定当成一

回事。近日，南京市再次出现“毒快递”事件，不禁

让人反思：“毒快递”再现，验视制度去哪了？

快递是朝阳行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

不按规范来运作，谁能保障“毒快递”事件不会重

演？在这个思维多元、不安全因素增多的社会，会

不会出现故意搞破坏的人为“毒快递”呢？会不会

出现分裂势力故意在快递上制造恐怖事件呢？这些

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不能麻痹大意。

今天，南京再现“毒快递”，又一次验证了坚持

“拆包验视”制定的必要性。部分快递公司不拿规

定当回事，一是怕麻烦，二是存在侥幸心理。这一

点，真的很危险，难道我们还要一次次地用悲剧来

验证“拆包验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吗？

小学、中学、大学、MBA、党校，甚至某个培训班上认识的人，都能凑一个同

学聚会。黄金周里扎堆的同学聚会，让奔波其间的人们感觉五味杂陈。纷繁迥

异的价值取向下，同学会呈现出种种怪现象。专家认为，应当端正价值取向，让

同学聚会为人们找回初心、重拾梦想。（10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逢年过节时间充足，向来是组织各种同学会的黄金时间，刚刚过去的黄金

周也不例外。然而在很多人看来，现在的同学会已经越来越“鸡肋化”，让人去

不去都是两难：不去吧，担心同学们说自己不念旧情，对同学没有感情；去吧，总

会遭遇部分同学的炫富、炫权，让那些境遇一般的同学既失落又尴尬，最终愿意

参加同学会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

从感情的角度来说，只要有机会，同学会自然是要参加的，大家在这样的场合

可以暂时放下事业、工作、生活的压力，回忆过往，重拾情谊，既是对过往岁月的一种

追忆，也是对个人感情的一种抚慰，可以带给参与者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

而现实情况却是，部分所谓混得好，或者是有权，或者有钱的同学，硬是把同学

会办成了“炫富会”“炫权会”。还有部分同学，则像眼下正在影院热映的电影《夏洛

特烦恼》中的主角一样，依靠借来的豪车在同学面前撑面子，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当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同学会显然也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这正是越

来越多人感叹同学会“鸡肋化”的根本原因所在。真正的同学会，必定是以感情

为基础，以回忆为纽带，把彼此串联起来，让每个人都能从中得到感情上的满足

与抚慰。这就要求同学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比如对于那

些有权、有钱的同学来说，首先应该主动克制自己的言行，避免把同学会当成了

自己炫富炫权，满足个人虚荣心的舞台；而对于其他同学，也不要把同学会当成

了拉拢关系，编织权钱关系网的机会。

同学会“鸡肋化”的背后，其实是世俗化、功利化，如果我们能够少点世俗、

功利之心，多谈感情少谈钱，多聊情谊少聊权，同学会才会找回初心，恢复本真，

体现出它应该体现的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