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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得不张扬，也能自带光芒

那些所谓的稳重，不过是更懂得分寸感

和边界感，会明辨是非，会理性思考。不要

意气用事、不要半途而废、不要盲目攀比、不

要自我设限、不要透支健康、不要妄自菲薄、

不要依赖他人、不要无效社交、不要反复纠

结……跨过心里的沟，才能逾越眼前的河。

从现在开始，用好的心态，遇见一个熠熠发

光的自己！愿你自信阳光，光芒万丈。

@人民日报

非常道

骗子的“狠”反衬子女对老人关爱的“弱”
■ 王军荣

热点冷评 别让“旧衣回收”游离于监管之外
■ 付彪

每到搬家、换季等时节，不少居民家中

就会淘汰一批不穿的旧衣服。对于许多想

要“断舍离”的居民来说，这些压箱底的旧衣

服留着占用空间，直接扔了又有些浪费。于

是，旧衣线下回收站点和线上回收平台逐渐走

入人们的视野。旧衣能再利用自然是件好

事。可人们也不禁会问：旧衣回收后到底去了

哪里？那些宣称慈善、捐赠的回收真能把旧衣

送到需要的人手上吗？带着这些问题，记者

进行了调查采访。（7月12日《法治日报》）

目前，摆放在小区内的旧衣回收箱主要

有两种：一种是慈善组织设立，箱体显著位

置印有组织名称、募捐资格证书、联系方式

等；另一种是个人或企业设立，以商业方式

进行垃圾分类、有偿回收旧衣物。媒体调查

发现，不少印有“慈善”“捐赠”字样的旧衣回

收箱，未必就是慈善组织设立。记者拨通这

些箱体上留下的联系电话，9 个电话中有 2

个关机、3个空号、3个一直无人接听，唯一一

个打通的表示“不清楚什么旧衣回收”。

其实，旧衣回收箱乱象并不是新问题。

之前就有媒体曝光，有“私人贩子”在相关购

物平台定制印有“慈善”字样的回收箱，放在

小区收集衣物后二次售卖并从中获利。有

知情人士透露，因为存在较高的利润，有些

商贩就动了歪脑筋，自行在小区放了些以“慈

善”为名的回收箱。有的小区内有好几个旧衣

回收箱，可能都是同一个人放的。这种生意只

需第一年投入二十万元购买回收箱，每年就能

轻松盈利五六十万元，可谓“一本万利”。

不能让旧衣回收箱成为不法牟利的工

具，不能任由这种透支公众爱心、伤害慈善

事业的乱象持续下去。对此，有关部门应尽

快制定统一的管理规范和回收流程，明确爱

心衣物捐赠项目的责任主体，明确相关部门

的监管责任；规范官方授权方式与认证渠

道，让爱心回收更加公开透明。

同时，亟须采取强有力措施对“旧衣回

收”乱象进行治理。慈善组织和公众也应增

强法治意识，如发现仿冒、回收旧衣去向不

明等行为，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只有

多方给力，才能重塑公众对旧衣回收箱的信

任，让爱心善行更好地传递。

“爱心”被盗 王恒／漫画

国家发展改革委12

日发布《“十四五”新型城

镇化实施方案》。方案明

确，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

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

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

制度。根据方案，全面取

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

确保外地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标准

一视同仁。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

500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

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

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

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鼓励取消年度落

户名额限制。（今日本报13版）

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地方对“放开落

户限制”保持“高度警惕”，认为放开会影响

“市民的合法权益”，拉低市民们的福利保

障，甚至会增加地方财政负担，所以对“放开

落户限制”热情不高，乃至是本能排斥。此

外，从思想观念来看，一些地方也认为，只有

高学历者才是人才，所以在人才落户上进行

各种各样的限制。在这般错误观念的引导

下，“城市落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推进效

果都不甚理想。如今，各地逐渐迈开步伐，

这是积极的信号。

事实上，人多并非包袱，反而是财富。

从人才的角度来说，并非只有高学历者才是

人才，只要能人尽其才，人人都可以是人

才。而未来城市的竞争，说到底也是人口的

竞争、人才的竞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

元，对一个健康良性的城市来说，各行各业

的人才都是需要的，不能厚此薄彼，也不能

轻视“非高学历人才”。对一座城市来说，只

有人口不断地涌入，才能更好地激发城市的

活力。而一座人口无法流入的城市，注定是

很难形成活力的。

户籍本身只是一纸证明而已，没有附加

太多的东西，是中立的存在体。只不过，因

为各类政策的存在，因为各种资源的分配不

是完全公平的，所以户籍也被利益绑架了。

这样的现实，并非健康、理性的一种氛围，也

会制造一些人为的鸿沟。如今，逐步取消落

户限制的做法，就是朝着公平公正迈进的重

要手段，这是让户籍制度回归本义。

逐步取消落户限制，让户籍制度回归本义
■ 龙敏飞

“警察同志，能不能不要处理他们。”

80 多岁的陈大伯（化名）面对民警，竟然

开口给骗子求情，让民警都暗暗吃惊。

“他比我儿子还关心我，我都把他当‘干

儿子’。”陈大伯此时还不知道，他认的这

个“干儿子”，手机里陈大伯的备注是“仆

人 4”。除了“仆人 4”之外，“干儿子”还

联系着更多的“仆人”。无不是通过假意

嘘寒问暖，连哄带骗的方式，向老年人高

价推销所谓的“名贵滋补品”。（7 月 12

日《北京青年报》）

认个“干儿子”，在手机里却被备注

为“仆人 4”；所谓的保健品，进价只有 5

元，却是 400 倍卖出。为了让老人“感受”

到“保健品”有疗效，还添加了不少对人

体，尤其是老人有害的成分，让老人家深

信不疑。“这些嫌疑人嘴上说着关心，心

里却比谁都狠心。”骗子的“狠”反衬子女

对老人关爱的“弱”。

在受骗的老人看来，自己的亲生儿子

远不如“干儿子”，人家每天嘘寒问暖，可

亲生儿女可能一个月都见不到一次，叫声

父亲可能比登天还难。相比之下，老人更

愿意相信“干儿子”。老人也是清楚的，人

家之所以叫自己“干爹”，无非是为了卖保

健品，而且越卖越贵，却抵不住那声亲切

的“干爹”。当老人知道自己被骗了，却还

想着为“干儿子”求情，有的老人甚至放弃

报案，不肯提供证据，一方面是不忍心“干

儿子”受罚，另一方面是怕家里人知道，怕

家里人骂。

把老人作为欺骗对象的骗子恐怕很

难在短时间内消失，而骗子行骗的技术恐

怕也会不断升级，但万变不离其宗。老人

被骗的根源在于缺乏关爱和关心，缺乏子

女的陪伴。换言之，子女多对老人关心，

老人才不会去别的地方寻找关爱，才不会

买大量假货后才发觉，才不会要靠“保健

品”去治愈疾病。子女的关心关爱，才是

老人家健康最好的“保健品”，也是老人安

全的最有力保障。

常回家看看，常给爸妈打电话，自己

的亲生儿女叫多了“爸妈”，“干儿子”无论

怎么叫，都不会激动。

一个人的格局，往往决定着一生

格局，可以分为三个维度，一是看待问

题的高度，二是看待问题的长度，三是看待

问题的深度。

一个人的格局是经历喂出来的，没有阅

历的格局往往是一纸空谈。一个人的格局

是以思想的厚度为后盾的，没有思想为基础

的格局只是空中楼阁，虚无缥缈。人活一

生，区别，就在于格局。一个人的格局，往往

决定着一生。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