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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老人“独亡”悲剧莫一再上演
□杨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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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SHENG YIN微声音

FEI CHANG DAO非常道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千人顶替学籍上大学
为何能够隐瞒20年？

□刘鹏

最补水的果蔬
你爱吃吗？

军事医学科学院食品

与营养系专家推荐，8 种

果蔬最补水。①黄瓜，水

分含量95.8%。②生菜，水

分含量95.7%。③西红柿，

水分含量94.4%。④西瓜，

水分含量 93.3%。⑤水萝

卜，水分含量92.9%。⑥甜

瓜，水分含量92.9%。⑦木

瓜，水分含量92.2%。⑧杨

梅，水分含量92%。

@生命时报

这些礼物
最适合送给老爸

①实用三件套：钱包、

皮带、手表；②个人护理

类：剃须刀、电动牙刷、新

衣服、墨镜；③让老爸运动

起来：健身卡、运动鞋、计

步器、智能手环；④送一份

健康：电子血压计、按摩

椅、足浴盆、空气净化器；

⑤口腹之享：美酒、食用

油；⑥送爱好：相声 CD、

茶具。

@人民日报

2016年6月，一封实名举报信打破了江苏省灌南县的平静。信中称，如今

在当地担任公职的一对小夫妻，多年前曾冒用他人学籍考入大学。记者经过

3 天调查发现，当年顶替学籍参加高考并最终化名生活多年的人不在少数。

一位亲历者透露，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仅灌南一县，就至少有千余人顶替学籍

参加高考，其中不少人如今已是当地相关职能机构的主要负责人。（6月19日
《现代快报》）

本以为，被冒名顶替的罗彩霞只是个案，至少是少数。没想到，在江苏省灌

南县，类似的顶替竟然有千余人之多。如果不是因为有人与顶替者发生个人矛

盾而举报，千余人冒名顶替的事情，是否将永远被瞒下去，最终不了了之？

与罗彩霞被直接顶替掉上大学的名额有所不同，江苏省灌南县的顶替，

多是复读生冒用应届生的学籍。这样的冒用明显是违法的，即便抛开法律，

被冒用了学籍的学生，如果想要复读再考，也会没有了机会，这也是不公平

的。再退一万步，被冒用学籍的考生，其已经中途辍学，永远不再参加高考，

但学籍、名字甚至身份被人冒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一个与自己名字甚至身

份完全相同的人，这明显也是有害公平的。试问，法度何在？正义何在？

不难看到，千余人冒用学籍上大学，绝不是一个人的悲剧，也不是一个人

在背后操纵。

江苏省灌南县千余人顶替学籍上大学事件，留下了太多的为什么和怎么办。

特别是，一个明显违法违规的顶替，为什么就成了潜规则？为什么能够隐瞒20年

才东窗事发？如今，冒用学籍者失去了真实身份，被冒用者有“另一个自己”，怎么

办？那些已经是“相关职能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的冒名顶替者，那些当初操纵冒用

学籍的老师和学校等，都该承担怎样的责任？除了江苏灌南，还有多少地方、多少

学校、多少人存在类似的冒名顶替问题？冒用学籍成功，到底是功利驱使之下人

心的沦落，还是法律制度存在相关漏洞，特别是落实不力等漏洞？

我们期盼着，当地相关部门能够介入调查，给这些问题一个明确的答

案。同时能够举一反三、吸取教训，避免与杜绝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避免社

会正义与公平一再被侵犯与践踏。

前天下午 2 点左右，一名

80多岁的老太太在北京劲松北

社区内被发现，该老人已去世

多日，尸体被发现时有异味。

据附近邻居称，老人无儿无女，

自老伴去世后一直独居在此，

平时并没有什么大的疾病。（6
月19日《京华时报》）

独居老人死亡多日才被发

现的事情，在全国多地都发生

过。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都

让人感到很痛心，为逝者，也为

将来的自己。人人都会有老去

的那一天，如果“我”是那位老

人，濒临死亡的时候，没有亲人

相伴，没有旁人相助，“我”会何

等的孤独、恐惧，即便是“安详”

地死去，“我”也不愿意“孤独地

死去”。

毋庸置疑，老龄社会的到来，有更多的老人需要照顾。他们或许与子女

共同生活，或许与子女分开住，或许膝下无子女过着独居生活，或许子女早逝

而独居，或许在养老院里……无论何种处境，他们都应该享受安详的晚年生

活——老有所养、老有所居、老有所乐。“快乐地生活、健康地长寿、优雅地老

去”更是每个人享有的权利，这也是家庭子女与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为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2013 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

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

支撑的，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服务产品更加

丰富，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子女尽孝、社区尽情、政府尽责、社会尽力至关重要。这

其中，子女是关键，再忙再累再烦，也不是不尽孝不陪父母的理由；提供快速、

便捷、贴心的服务，尤其是情感上的慰藉是社区“尽情”的最好定义；政府“尽

责”，就是在保障老人权益上增加更多的筹码，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向养老倾

斜；社会尽力，自然是动员社会力量，由社区内或者志愿者，和独居老人结成

对子，做到“精准”关爱老人。

同时，最主要的是独居老人能够走出家门多和邻居交流，多参加一些集

体活动，让自己的心灵不独居。自己的心扉敞开了，“心灵空巢”就会远去。

逝者已去，期许独居老人“独亡”的悲剧，别一再上演。

遏制诈骗短信
银行不能当“甩手掌柜”
□和法堡

“马俊家长，这是您孩子近期在校表现，成绩明显

下降，请查阅网址！”6月17日，四川省遂宁市民马先生

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儿子在学校读书不认真？马先

生急了，立即点击了短信里的链接进去，但里面并没有

什么成绩单。不到10分钟，马先生的银行卡已发生了

两笔共计 5000 元的转账。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上当

了。银行工作人员称，这是典型的诈骗短信。（6月19
日《华西都市报》）

近些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发展，一些骗子的骗

术也在不断“与时俱进”，而诈骗短信就是骗子们惯用

的手段，让人防不胜防，深恶痛绝。然而许多时候，民

众又没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怎么能轻易识破骗子坑

蒙拐骗的伎俩？而一旦发现上当受骗，除了后悔莫及，

便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毋庸讳言，遏制诈骗短信案件持续多发势头，既需

要公安等部门的依法严厉打击以及公民防骗意识的提

高，又需要各大银行能够堵塞管理漏洞，采取有效措施

切断诈骗利益链。遗憾的是，面对储户银行卡里 5000

元“不翼而飞”的“杯具”，银行工作人员却不痛不痒地

说“这是典型的诈骗短信”，然后没了下文。

想想也是，一些骗子越来越会玩“高科技”，而作为

本应起到防范电信诈骗“最后一道防线”作用的银行工

作人员，却只会说“这是诈骗短信”，没有查找自身原

因，更没有亮出如何“对症下药”的良策，实在不应该。

显然，抱着这样的“鸵鸟心态”，是永远不会主动地去寻

找问题根源并积极解决问题的。如此，储户不掉入诈

骗短信陷阱、“躺着也中枪”才怪。

可见，要杜绝诈骗短信，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重

典、重拳除了要落在不法分子身上外，还要严厉追究相

关责任人员的责任，要让那些有法不依、有责不负的

“打酱油”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打击公交小偷
不能止于“暗语提醒”
□汪昌莲

趁着上车人多拥挤，一名小偷伸出了贼手，幸亏公

交司机发现，用暗语提醒。乘客及时领会，保住了财

物。18日，一名男乘客致电太原市公交四公司四车队，

向热心司机表示感谢。随后，该车队工作人员总结了

一些公交司机和热心乘客常用的反扒暗语以及动作，

希望乘客们能够留意。（6月19日《太原晚报》）
公交车司机用暗语提醒乘客“车上有小偷”，便于乘客

提高防范意识，让小偷的盗窃行为难以得逞，当然值得网友

点赞。这种不畏邪恶的正义之举，本身就是一种见义勇为，

更值得人们敬佩和感动。特别是，用暗语提醒，不仅制止了

盗窃行为，而且保障了司机和乘客的人身安全。

相反，由于没有使用暗语，之前各地发生过多起因好

心司机善意提醒乘客，而被恼羞成怒的小偷报复的事件。

鉴于此，东莞不少公交司机，都在通过各种各样的

“暗语”，来提醒车上乘客预防盗窃。特别是，东莞市交

通运输局官方微博发布了《公交防盗窃“暗语”手册》，引

发不少网友围观学习。不可否认，用“暗语”提醒车上乘

客防小偷，是一种见义“智”为，避免乘客的生命财产遭

受损失；同时，也规避了有人因见义勇为，公开揭穿和制

止盗窃行为，而遭到小偷的报复和伤害。问题是，公布

防盗“暗语”，等于是在提醒小偷要想办法应对防盗“暗

语”；如果这些防盗“暗语”被小偷破译了，“暗语”就变成

了“明说”，这同司机公开提醒有什么区别呢？

可见，防范和打击公交小偷，不能止于“暗语提

醒”。警方应增加出警力量，开展打击公交盗窃犯罪专

项行动，针对公交盗窃多发路段，采取昼夜巡逻和重点

布控的方式，将盗窃犯罪行为消除在准备阶段，或者将

正在实施盗窃行为的小偷抓个现行，既维护了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又震慑了盗窃犯罪行为，使公交盗窃案

的发生得到有效遏制。

复旦教授：
宏观经济有很大分歧
统计局负主要责任

6 月 18 日，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在中国

宏观经济论坛十周年庆典

上发表演讲。在演讲中，

张军直言，统计局公布的

宏观数据“问题很多”。他

还表示，现在对宏观经济

有那么大的分歧，国家统

计局负有主要责任。“如果

我们有了更好的数据，就

能够很好地判断、减少分

歧，政策上也不至于像今

天变得如此的犹豫不决、

迟疑、不透明。”张军说。

前央行副行长：
中国经济一大问题
就是钱又多又贵

6 月 18～19 日举行的

2016 北大汇丰金融论坛

上，前央行副行长、全国人

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清

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

长吴晓灵表示，如果实体

经济自身的结构和发展处

于困难中，光靠印钞、扩展

信用不解决问题。

“中国经济现在一个

非常大的问题就是钱又多

又贵，钱又多又难融资。”

吴晓灵说，所以当前中国

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瓶

颈不在资金的多少上，而

在我们的机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