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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不回家看看
应有更多的“惩罚手段”

□王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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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 CHANG DAO非常道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

《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今年5月1

日起开始实施，在精神赡养方面重申家庭成员

“常回家看看”的规定，并进一步明确，对入住

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家庭成员要“常去院看

看”。如果子女等家庭成员拒不探望老人，老

人可以提起诉讼，要求他们履行探望的义务。

（4月7日《新闻晨报》）
2013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新《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家庭成员应关心老年人

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

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

年人。虽然“常回家看看”入法，却不被公众看

好，因为缺乏必要的“严厉”，的确，“常回家看

看”对于一些人来说，很难实现，面临的现实困

难很多。既有时间的障碍，回家看看需要要足

够的时间，也有经济上的障碍，有些外出务工

者远在千里之外,为了省钱,他们一年甚至几年

才能回一次家。更有交通工具的障碍。从这

个意义上说，因为“常回家看看”难以顺利实

现，这也使得“常回家看看”成为了事实上的

“观赏性法律”。不过，虽然难以现实，却并不

代表着“常回家看看”入法没有意义。

实现“常回家看看”，虽然有难度，但需要

争取条件实现，因为“常回家看看”有利于老人

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孝道精

神。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的做法是值得肯定

的。其实，上海的做法是将“常回家看看”细

化，更具操作意义。一方面是主要针对入住养

老机构的老年人，另一方面是老人提起诉讼，

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当事人拒不执行已生效

的判决，相关信息将会归入信用平台，换言之，

这是对拒不回家看看的惩罚。现在老人入住

养老院的不少，但能够“常回院看看”的不多，

这让老人更觉得难受。当老人觉得忍无可忍

的时候，谁来帮助老人？只有法律。因此，法

律应该更加细化，要不断增加惩罚措施。这才

会使“常回家看看”真正落地。

一边是老龄化速度节节攀升,另一边是因

“空巢”而衍生的家庭悲剧、社会悲剧越来越

多。这对于“常回家看看”更具倒逼意义。这

就需要使“常回家看看”更具有操作性。这首

先要突破监管和执行的困境，法律需要明确。

其次，要不断增加惩罚措施，逼使那些拒不回

家看看的子女能够回心转意。

儿子两岁识千字 17 岁考入中科院硕博连

读却遭退学，母亲曾代劳他生活上的一切甚至

喂饭，而今忏悔“是我害了他”。这是一个有关

神童和他母亲的故事，1983 年 6 月，魏永康出

生于湖南省华容县，因为母亲曾学梅从小的悉

心教育，从两岁起，魏永康就被人称为“神

童”。（4月7日广州日报）
2岁掌握1000多个汉字、13岁以高分考入

湘潭大学物理系、17岁又考入中科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硕博连读……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曾经

名噪一时的“神童”，却并没有真正能够把“神

话”延续下去，读了3年研究生之后连硕士学位

都没拿到便被学校劝退了。尽管魏永康如今已

成家立业，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但“神话”破灭之

后显然不该只有母亲曾学梅一个人要反思。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

凤，心情完全可以理解；“惯宝宝害宝宝”，过于溺

爱不利孩子健康成长，早有不少反面教训，而古

时“伤仲永”的故事，也一直在警示我们不能“拔

苗助长”，可曾学梅恰恰就犯了前述不该犯的“错

误”，为此顿足、忏悔自然是意料中的事儿。然而

更有必要追问的是，有人提醒、劝导过曾学梅正

确教育孩子没有？到底是什么力量助长了这位

母亲制造“神童”的极端和任性？从小县城中的

“华容神童”逐步升级到“湖南神童”、“天才少

年”……正是由于功利教育和舆论热捧的推波助

澜，令曾学梅“走火入魔”不能自制、难以自拔。

试想一下，倘若一路走来，围绕曾学梅和魏

永康的不都是赞赏、鲜花、掌声甚而拔高，也不

总是能够因为成绩拔尖得到格外的照顾，而多

一些客观、理性的声音，甚而有人能够泼一泼

“冷水”，抑或进入高校后能够给他补一补“生活

自理课”，或许“神童”的人生轨迹又是另外一番

风景。在“鹰式教育”屡见不鲜、各色“神童”不

时撞入公众视野、媒体炒作乐此不疲的当下，倘

若只有曾学梅一个人的自责，而没有有关各方

的共同检讨，难免弱化应有的警示作用。

“天价施救费”
何时画上休止符
□黄春景

4月2日凌晨2点，市民朱先生的大货

车在京港澳高速潭耒段发生了侧翻，事发

后，湖南路通车辆救援有限公司的施救队

将朱先生的货车拖到了位于衡东县新塘

高速出口附近的衡阳车辆救援服务站。

哪知不到20公里的路程，却被告知需要缴

纳 3 万 6 千元的施救费用。在交涉中，工

作人员还声称一分钱都不能少。 （4月
7日中国网）

出了车祸被施救，按理说是一种幸

运，但高达 3 万 6 千元的“天价施救费”对

于车主却成了祸中之祸。而且对方还“得

理”不饶人，扬言“你不报警是孙子”，这反

映出权力被某些人逐渐匪化。权力一旦

“匪化”，类似的“天价施救费”还会持续上

演，如果大多数人不得不屈从于其“淫

威”，则市场公平竞争、公民权利、公平正

义也就无从谈起。

天价施救费，无异于趁火打劫。其

实，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早就下发了

《关于规范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有

关问题的通知》，但在实际操作中，施救费

却成了变相的“自主收费”项目。面对天

价施救费这一“霸王服务”和“霸王收费”，

充分暴露出在管理方面存在的巨大漏洞

和疲软。正是地方的睁只眼闭只眼，助长

了某些人“你不报警是孙子”的匪气。细

细想来，这样的价格和服务方式，居然可

以长期执行，相关部门不可能不知情，这

其中想必牵扯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高速公路施救本身具有一定公益性，

天价施救费的频频出现，不仅背离了公益

属性，还透散出一种浓浓的商业味道。拖

个车就要高达 3 万 6 千元，这对不少车主

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为此，曾有委员

代表在两会上建议政府出台统一收费标

准，按施救公里数收费。同时，要公开监

督电话，接受被救车辆投诉。然而，这些

年来依旧不断频现“天价施救费”，可谓是

剪不断理还乱。一方面，救援费用过高是

因为很多时候都是交警安排救援公司，车

辆也要被拖至施救公司的停车场。另一

方面，因为救援公司基本形成了分段承包

的垄断格局，“天价施救费”自然在所难

免。

3万6千元的“天价施救费”不过是冰

山一角，背后还有许多类似的天价事件。

值得深究的是，“天价施救费”背后叫嚣的

“你不报警是孙子”，建议有关部门沿着这

条线索顺藤摸瓜，彻查“天价施救费”这条

利益链，让涉事者得到应有的惩处。

中青报：用电动自行车
是个人占了大家便宜

你占用资源，当然

需要付出成本；你不付

或少付成本，本质上就

是“公地悲剧”中的挥

霍者，你是占了大家的

便宜。

我觉得 4 月 1 日和

11 日是值得纪念的日

子，因为深圳和北京（10

条街）先后禁止电动三

轮车和电动两轮车。这

让我觉得后半生有希望

岁月静好，而不是说不

定哪天葬送在莽撞的电

动车小哥手里。

人民日报批办事推诿：
别把走程序作为挡箭牌

明明是职责范围内

的事，群众投诉，却以

“走程序”为理由拒绝受

理。本部门该处理的，

让群众去找上级，等于

把矛盾上交；自己可以

向上级反映的，让群众

另想办法，相当于把麻

烦下移。走程序，是为

明确权责关系，不是规

避责任。你遇到过“走

程序”的回复吗？

@人民日报

预防糖尿病，
做到“三多一少”

①多动会儿：坚持

每天至少锻炼 40 分钟。

②多睡会儿：日常生活

中要建立良好的睡眠习

惯，保证充足睡眠。③

多学点儿：学习糖尿病

的基本知识是预防的好

方法。④少吃点儿：糖

尿病是一种内分泌代谢

性疾病，饮食对它的影

响“立竿见影”，每顿吃

七八分饱为好。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