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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雨

从 13 日开始，婚姻

法第三次司法解释开始

实施，其核心内容直指

当今社会婚姻家庭纠纷

中的主要问题。其中关

于“父母给儿子买房媳妇没戏”的规定，

更是引起广泛的热议和争论。有网友认

为，婚姻法“新解释”可能会改变择偶观，

年轻人将不再为房子而结婚。（8月14日

《广州日报》）

从强调婚前个人财产归个人所有，

到“父母给儿子买房媳妇没戏”，我国的

婚姻立法逐步在婚姻家庭伦理中加入了

契约的因素。此前，一方婚前个人财产，

婚后房产经过 8 年、贵重物品经过 4 年，

将成为夫妻共有财产；而新婚姻法及其

解释则严格区分了财产归属：谁的就是

谁的。这种做法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

却让婚姻家庭少了一份责任，多了一份

冷酷。在我看来，这种立法的价值取向

值得怀疑！婚姻立法更应该保护婚姻中

弱势一方的权利。现代社会，虽然男女

的地位在法律上平等了，但是社会大分

工是依然存在的。男人适合从事家庭外

的社会劳动，女人适合从事家庭内的社

会劳动。男人在外面挣钱养家，女人在

家里操持家务照顾子女父母，这不仅符

合客观的生理上的规律，也是分工协作

最和谐最合理的方式之一。所以通观现

代社会，男人仍然在婚姻中属于强势的

一方，女人在婚姻中依然属于弱势的一

方，尤其是在经济能力方面。一个合理

的婚姻立法，不但要特别保护婚姻中经

济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方，而且在婚姻无

法存续之后，更是要加倍补偿女方受到

的损失。

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保护弱势一方，而

不是只保护有产者的利益。但是，从婚姻

法“新解释”中我们没有看到这种理念。

在国外很多国家，离婚之后的女性可以获

得赡养费直至再婚，由于国外信用制度的

完善，女方索要孩子的抚养费也是非常容

易的。在日本如果离婚，女方甚至可以获

得70%的房产。这样“显失公平”的法律，

却能有效约束日本社会家庭稳定。而根

据近年新修改的日本婚姻法，提起离婚诉

讼的妻子可获得丈夫退休金的一半。这

种做法是否值得我们深思？

孙瑞灼

婚姻立法必须保护婚姻中的弱者

非常道
feichangdaoF

“我为祖国藏茅台。”

——温州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花了60多万，派人到贵州购买茅台酒用

以招待客人。网友纷纷指责：作为一家

国企这样的做派太奢侈了，这是国有资

产的流失。该公司有关人士向当地媒体

回应此事：去年公司确实花钱买进过茅

台，用于长期收藏。于是有网友如此调

侃。

“每个月从发工资那天起，开始是嚣

张地活一个星期，然后淡定地活一个星

期，接着无奈地活一个星期，最后在对工

资的无限期盼中活一个星期……”

——CPI持续走高，普通老百姓的日

子越来越难过，以上是那些城市小白领

的生活写照。

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前晚，武汉市硚口区 58 岁环卫工杨

厚建，在解放大道进行路面清扫时，因制

止两男一女向地面张贴牛皮癣，遭到对

方殴打，同时被威逼跪地前行，在 800 米

长的路段为其张贴牛皮癣。警方接路人

报警赶至现场时，对方骑着电动车抄小

路逃逸。（8月14日《长江商报》）

环卫工被称为城市美容师，理应得

到人们的尊重。可58岁的环卫工在履行

职责时却被威逼下跪“贴癣”。我们在对

这些肇事者愤恨的同时，在感叹社会道

德滑坡的同时，不禁要问：是谁纵容了

“贴癣”者？

对于“牛皮癣”为什么打击不力？有关

部门总是说人手不够。“贴癣”者为什么

奔波于大街小巷乐此不疲？因为小小的

“牛皮癣”背后有利可图。假如职能部门狠

狠打击，一些市民也不“捧场”，那么，“贴

癣”者会自然消失。 周玉冰/文 美堂/漫画

逼跪58岁环卫工

故宫“铠甲门”背后是“虱子多不痒”时评Sshiping
据称，1973 年故宫将 3000 套清乾隆年

间御林军铠甲以每套 5 角的价格卖给员

工，并规定一定要拆开铠甲取出其中丝

绵。(8月14日新华网)

今年 5 月 8 日发生的失窃事件，一个小

小的“毛贼”竟然就捅破了故宫的层层安保

和诸多防线，紧接着建福宫变商业会馆、

“撼”“捍”错别字、打碎宋代哥窑青釉葵瓣口

盘等一系列事件，再后来就是有内部人士称

清宫旧藏木质屏风修复时遭水浸泡、故宫私

自拍卖5件宋代书札、乾隆花园三友轩木窗

花被拆卸送展美国疑有损坏、2004年武英殿

修缮彩绘全靠农民工、2009年故宫花十万封

口导游与警卫私分门票钱丑闻……

如此多的负面事件曝光，按说能够触动故

宫方面的反思和警醒吧？然而，故宫方面要么

坚决“否认”，要么就是不置可否、装糊涂。

那么，故宫方面为什么是这个态度？笔

者以为，与“虱子多了不痒”心态有关。这

样“门”、那样“门”，让他们产生对“负面事

件”的“抗药性”——最终的结果就是“反正

不能怎么地”，不如索性当“缩头乌龟”。

网络新闻监督有个“14天现象”。危机

发生后，只要挺过了14天，公众监督的热点

焦点必然转移。有网友戏称：达芬奇救了

“郭美美”，动车救了“达芬奇”，故宫又救了

动车……肯定在不久的时间内会有下一个

“门”来“救”故宫。这根本就是一个永远无

解的“监督方程式”，也最终不过被沦为一

场场发泄不满和充斥喧嚣的网络舆论狂

欢，却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最终也导致

“虱子多了不痒”心态相互传染，成为规避

问题的最有力“武器”。

因此，笔者以为要解决故宫“虱子多了不

痒”和现实生活中日益增多的“虱子多了不

痒”的社会乱象，尤需政府监督和法律制度的

发力。对于无良的“虱子”，就应该“一码是一

码”，发生了问题及时处理不能“等和拖”，对

于真有问题的“虱子”即使是拖冷拖凉了也要

翻它的历史旧账，绝不应姑息。 毕晓哲

一组电视婚恋节目的视频截图近日

在网络上快速传播，截图中这名在节目里

自称既是公务员又是私企董事长、年收入

50 万元的男嘉宾火速蹿红，网友称其为

“幕后哥”。记者调查显示，“幕后哥”系江

西省九江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工作人员。（8

月14日《现代快报》）

有网友说“幕后哥”这是为了爱情忘

乎所以，但是以笔者的看法，其背后暴露

出的问题，却绝非一个“情”字这么简单。

在这个影响颇大的婚恋节目中，“幕

后哥”先是表明自己是公务员，不能参与

经商，这说明国家的有关规定他是心知肚

明的，但随后又公然宣称自己是这家公司

实际的幕后老板，业绩非凡。这样明知故

犯的态度说明什么？一方面说明他根本

就没把国家的规定放在眼里，以为自己找

到了游离于监督之外的办法；另一方面说

明这种现象在“幕后哥”的身边可能很普

遍，大家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他也觉得

没有隐瞒的必要。否则，他断然不敢为了

找个结婚对象而把这么隐秘的事情公之

于众。

根据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规定，

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

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

务”。很显然，这样旨在避免权力寻租和

腐败行为的规定，在“幕后哥”身上已经形

同虚设，“幕后哥”一面以公务员的身份享

受着体制内的各种待遇和好处，一面在市

场里长袖善舞，攫取着不菲的市场回报。

更加致命的是，他手中的权力是否在他的

市场经营中发挥着作用，甚至是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我们不得而知。

“幕后哥”是个特例，还是一种普遍现

象？我们不妨来看看另一个案例，最近央

视《新闻调查》节目刚刚报道了素有“小官

大贪”之称的山西蒲县原煤炭局长郝俊鹏

的“事迹”。这位涉案金额达3亿元，在北

京繁华地段拥有 30 多套房产的科级官

员，当时面对国家出台的公务员不准经商

的规定，就是采取假退股，真操控，充当

“幕后老板”的方式，牢牢控制着一家煤矿

的经营，为自己捞取了巨额的财富。而

“幕后哥”现在的做法，和郝俊鹏不是如出

一辙，毫无二致吗？这充分说明政府公职

人员充当“幕后老板”“影子老板”的现象，

绝非个例。

所以，权力和市场的合谋很可能是一

种普遍现象，当权力缺乏监督和约束，必

然具备寻租的天然冲动。要避免出现更

多的“幕后哥”和郝俊鹏，一是规范权力的

使用，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二是强

调制度的执行，发现一起处理一起，通过

制度纠错彰显制度严肃。 苑广阔

lailunL 来论 “英雄少年”不该是“没人要的孩子”
屹立于山西太原东仓巷 20 年的赖宁

烈士雕像，近日从公共视野中忽然消失。8

月 10 日，东仓巷居民在网上发帖，在现实

中打听，自发寻找赖宁雕像。结果得知，

因太原市环境整治，赖宁雕像无单位接收

而被放置到偏僻山村后。（8月14日《成都

晚报》）

赖宁，这个名字对于上世纪70年代末、

80 年代初出生的人来说，耳熟能详。1988

年 3 月 13 日，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海子山

突发火灾，石棉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赖宁

为了扑灭山火，一个 14 岁的少先队员倒下

了。1988 年 5 月，共青团中央、国家教委授

予赖宁“英雄少年”的光荣称号。

时光荏苒，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青少

年心中的“英雄少年”，如今他的雕像却找

不着了，像只软壳虫般地被匿迹于某一偏

僻的山村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太原市

在搞环境整治，“赖宁”居然成了个“没人要

的孩子”！

其实，“赖宁”成“没人要的孩子”不是

偶然。2004 年 1 月 1 日，《北京市未成年人

保护条例》开始实施。一时间，对于赖宁的

“再认识”此起彼伏。有人认为，未成年人

尚不具备自我保护能力，宣传所谓的“英雄

行为”，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相矛盾。大部

分家长都是“在中小学生守则中删除‘见义

勇为’”的坚决拥护者；更有人认为，“遗忘

赖宁是件好事”……

太原市因搞环境整治而移走赖宁雕

像，街办欲把他安置到一所学校，却被校方

拒绝。在有的人眼里，赖宁已经渐行渐远，

赖宁成为一个陌生的名字。

当一个不需要英雄精神占据时代主流

时，你能奈其何？然而，任何一个时代，青

少年永远离不开榜样教育。让“英雄少年”

的雕像匿迹于某一偏僻的山村后，无疑是

抹煞了历史、抛弃了英雄与榜样。这只能

说明当下人们的价值观迷失，道德滑坡，而

这是多么可怕、多么悲哀的不良社会生

态。

张冰歌

政府里还潜伏
多少“幕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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