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小学课本封面歪曲解读不可取

热点冷评

■ 苑广阔

时事乱炖 城管拎摔摆摊老人，查处当事人要举一反三
9 月 15 日，一段“南通城管拎摔卖菜老

太”视频引发关注，一名干瘦佝偻的老年

妇女被一名身着制服的城管狠狠拎摔在

地上。9 月 16 日，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通报：9月15日，我区小海街道综合执

法队协管员吴某，在管理流动摊点过程中

行为粗暴，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造成恶劣

影响。

事情发生后，当事人被迅速送往医院

全面检查。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部门

及街道领导赴医院看望慰问并致歉。管委

会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当晚，公安

机关已对吴某依法处置。区监察工委已立

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对相关责任人进

行处理。我们将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

全面加强队伍建设，提升管理水平。

事情并不复杂，网上的视频已经足以

说明问题。当地警方及时介入、迅速处理，

主动回应民意关切，令人欣慰。也传递出

一个积极信号，不管是什么人、以什么样的

“高大上”借口，都不能践踏法律，恣意侵害

民众财产和人身安全。

我相信，每一个看到那个瘦小的老太

太被摔在地上挣扎着试图爬起来的人，都

会眼睛湿润，心中升起愤怒的小火苗。人

人皆有父母，摆个摊，至于这么下狠手吗？

城市“秩序”不能以白发老人在城市大马路

上被伤害、被侮辱为代价！如此野蛮“执

法”、暴凌老人，当然不可能得到认同，其激

发民众厌弃，并不令人意外。当事人被依

法追责，绝对是大快人心的事情。

就此事而言，涉事人被行拘、罚款，并

非事件处置的终点。吴某如此强梁、如此

有恃无恐，也须全面反思当地城管系统的

执法能力、执法理念、法治意识。目前，当

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并表示将

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加强队伍建

设，提升管理水平。

说实话，类似城管打人的新闻，近年来

其实已经不多了，经历了多年的对抗、纠偏、

改进，很多地方的城管都不再重蹈这样的覆

辙了。置于这样的背景下，南通城管的举动

显得格外刺目，当然也有必要深究彻查，给

社会一个交代，给卖菜老太一个说法。

■ 据《澎湃新闻》 特约评论员 龙之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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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四川达州

两名学生因无法带牛奶

入校，蹲在门口喝完半箱

奶的视频在网上热传。

事后校方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考虑到校外食品的

安全性，所以学校禁止学

生带校外食品入校。目前，当地教育主管部

门已约谈该校校长，并责令学校对相关规定

进行整改。（9月15日澎湃新闻）

此 情 此 景 ，堪 称 现 实 版 的《人 在 囧

途》。不同的是，牛奶不能带上飞机是常

识，可是谁又能想到牛奶竟然也不能带进

学校？好在事实证明，学生喝牛奶并非网

传的被迫，学校没有起初人们想的那么坏。

视频中在场的保安不是像网友质疑的

在监督学生喝奶，而是觉得他们喝得太多，

于是劝导不要这样喝。现场的学生会干部

也只是过去解释：牛奶虽然不能带进校园，

但可以寄存在保安室，等周末放假的时候

再领走，或者由家长代领。听了解释后，当

事的两名学生也没有继续再喝，一场喝奶

闹剧总算结束。

喝奶闹剧是停下了，但

此事拷问的学校管理问题并

未随之终结。正如网友们的

那个共同追问，牛奶为啥不

能带进校园？从曝光图片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被拒

的牛奶是蒙牛系列的低脂高

钙纯牛奶，并不是没有保证

的“三无”产品，若是以食品

安全为由根本站不住脚。

再者，既然学校声称不

准学生带校外食品进校园没

有一刀切，那水果可以，牛奶

就不行？如此矛盾的逻辑凸

显管理的混乱。该校的管理

的确欠妥，可人们更在意的不是这混乱的

逻辑，而是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校商勾

结。据学校附近的超市老板称，达州外国

语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校内开设的超市、

小卖部以及学生食堂，都是“有关系的人”

开的，被垄断了。学校如此卖力地强制禁

止学生外带食物，不排除是为了照顾校内

食堂、超市和小卖部生意的嫌疑。毕竟，

“天价”小卖部的存在大家都心知肚明。

只是无论怎样，服务学生始终是学校

的宗旨，学校制定相关规定应该充分考虑

学生实际情况，不能总是“霸王条款”。

拒绝校外食品进校园，若是为了配合

疫情防控要求无可厚非，但在执行过程中

需要科学化、人性化，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

调整，不能一刀切。

学生蹲校外喝牛奶？“霸王条款”要不得
■ 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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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 视

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各种矛

盾。你若斤斤计较，就会深陷烂人烂

事之中，徒增烦恼；你若忽视它，无论

他人如何作为，都不能伤你分毫。爱

因斯坦曾说：“弱者报复，强者原谅，智

者忽略。”面对人生中那些无关紧要的

人，不关痛痒的事，最好的态度就是忽

视。唯沉默是最高的轻蔑，若无其事

才是最狠的报复。 @人民日报

上善若水

水滋养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最

高的品德和修养就应当如水一样。其

实无论是做人、交友还是处事，如果能

多一些如水般温和纯净、海纳百川的

气度，多一些如水般适应百态、顺势而

为的豁达，多一些如水般涤荡尘污、川

流不息的能量，想必也能更好地在这

个世上“奔腾”吧。 @央视新闻

“一年的时间，课本封面由二孩变成了

三孩，妈妈也不打扮了……”开学没几天，

一些人对语文课本有了“新发现”。对此，

人民教育出版社回应，封面上被误认为

“爸爸”“妈妈”的，其实是“小哥哥”“小姐

姐”。封面内容是专家特别设计的，融入了

中国传统文化。（9月15日《北京晚报》）

自从国家“三孩”政策出台以后，引发

社会各界热议，有人庆幸自己赶上了好的

政策、好的时代，但是也有人感叹两个孩

子，乃至一个孩子都养不起了，国家给政

策也不想生、不愿生了。其实对于国家一

项可能会影响千家万户的政策的出台，引

发坊间各种不同声音，都是很正常的事

情，但是如果有人喜欢“借题发挥”，对国

家政策进行过度、歪曲解读，可能就会带

来消极影响和负面意义。

即便抛开教材出版方的“辟谣”不说，

从语文课本的封面，也根本看不出什么衣

服旧了、不打扮了等等。而且这是画家按

照要求创作的美术作品，并不是照片，所

以两张封面图片中的人物根本就没有什

么关系，更不是同样的人。从这个角度来

说，部分网友对小学语文课本封面的这种

过度解读，说得轻点就是一种凭空想象，

说得严重点，就是造谣传谣了。

一些网友可能觉得自己这么做，无非

就是为了好玩，为了贴近“三孩”热点吸引

眼球。但是这种调侃、好玩的背后，却可能

向公众传递出一种错误的信息，传导着一

种焦虑情绪，尤其是当这样的解读被广泛

转发的时候，很多人看了这样的歪曲解读，

信以为真，可能会觉得连国家级出版社出

版的小学课本，都在感叹生三孩养不起了，

看来三孩真的不能生。

很显然，这种完全错误的信息，如果

被传导给更多人，只会对公众带来负面、

消极的影响，同时也消解了国家人口计

生政策的严肃意义，这显然不是我们愿

意看到的。

被逼无奈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