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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1 日，陕西人杨师傅将捡到

的钱包归还失主，因向失主索要10元

早饭钱，遭到对方辱骂。（1月 15日

《京华时报》）

因为女孩拒绝感恩，让这个可贵

的拾金不昧变成了“易碎品”，既伤了

双方的和气和感情，又伤了公共道德。

杨师傅为讨要区区10元钱“好处

费”穷追不舍，甚至用电话、短信频频

骚扰失主，已经让拾金不昧的初衷和

善意荡然无存。

可见，在当今社会，拾金不昧不

仅需要道德和良知，而且还需要失主胸怀

感恩之心。当然，感恩并不需要给予多少

物质和金钱的回报，而是发自内心的感激。

然而，对于拾金不昧者，让其“善有善

报”，有体面有尊严，也是情有可原的。只

有这样，才能避免拾金不昧者向失主索取

回报的尴尬事件发生，才能让拾金不昧等

社会美德成为一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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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人不愿回家”是个伪命题

用 人 单 位 应 对“ 恐 归 族 ”倾 注 极

大 的 关 爱 。 尽 管 有 些 单 位 由 于 物 价

上 涨 的 因 素 ，发 给 员 工 的 工 资 被“ 缩

水”，但可以挤出部分经费，给每位回

家过年的员工发放“亲情”红包，让员

工体会到单位这份人情关怀，从而更

加 珍 视 工 作 与 亲 情 。 其 实 工 作 与 亲

情 互 为 补 充 ，过 好 年 享 受 好 亲 情 ，才

能 带 着 份 好 心 情 来 投 入 工 作 。 用 人

单 位 的 这 份 亲 情 礼 单 给 予“ 恐 归 族 ”

无限的真情与温暖，使得“恐归族”化

解心中烦闷，带着快乐美好的心情去

同亲人团聚。

“恐归族”需要亲人们亲情关怀。

为了消除“恐归族”的心理顾虑，亲人们

不妨打个电话或写封家书，用亲情抚慰

并唤其回家过年。真情的力量是无穷

的。其实对于“恐归族”来讲，他们多么

需要真情的理解与安慰啊！因此亲情

的感召着实重要。

除此之外，“恐归族”应当理性调整

好心态，外出打拼确实不容易，并不是

每个人都能风光成就，坦然面对一切才

不会让自己欠下“亲情账”。选择过年

不回家，加重亲人的挂念，更增添父母

心中的不安与愁绪。做儿女的，多多体

谅父母，家庭才更充满真情。

俗话说，有钱无钱，回家过年。团

聚是幸福的分享，是亲情的洗礼。“恐归

族”的出现需要社会的关怀与帮助，多

给“恐归族”一点温暖，让他们带着温情

与美好上路吧，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

庭才更加和谐与温馨。 郑文

让“恐归族”带着温暖回家

七嘴
八舌

春节临近，是否回家过年又让“恐归族”开始纠结。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对北京、上海等六大城市

人群进行过年回家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近70%的受访者表示“为春节回家而烦恼”。 其中，因春运车票难

买导致的交通因素占到83%，家庭或情感因素达到35%，春节消费达到71%。此外，假期太短以及组建家庭

后回农村过年不适应等因素所占的比重也在增加。(1月15日《北京晨报》)

如何看待“春节恐归”现象？

明明是近七成的被调查者“为春节

回家而烦恼”，但在新闻报道中所得出

的结论，以及大量网络转载的标题中，

却被断章取义，改为“七成人不愿回

家”。可见，这又是一个“标题党”式的

新闻，扭曲了调查结果，所谓的“七成人

不愿回家”只是个伪命题。

公众不必对“七成人不愿回家”的

调查结论太过敏感，在没有看到相关调

查范围、调查问题、抽样结果等调查数

据之前，很难判断此项调查是否科学，

是否存在人为捏造的情况。如果有心

观察的话，类似的调查报告还有很多，

“七成人”怎样的结论也随处可见。比

如“七成人相信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七成人洗手姿势不正确”、“七成人留

学是为增强竞争力”、“七成人对食品没

有安全感”、“外来务工者中七成人打算

春节返乡”等等，如此缺乏精确数据支

撑，含糊不清的调查结论，怎能让人信

服！

调查本来是一项严肃认真的工作，

真实有效的调查数据则是调查报告的

基石，而即便是针对同样的调查内容，

如果统计模式、抽样标准、问题设计方

案等不同，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更何

况，在我们这里，由于缺乏严格监督和

透明机制，伪造调查数据、扭曲调查结

论的事情常有发生。公众对于各种调

查结果要提高警惕，不要轻易相信，要

秉持怀疑的眼光去看，而对于某些明显

违背常识的调查，不妨一笑而过。

江德斌

“现在，除了动画片，我不敢带女儿

去看其他影片，不适合未成年人的电影

院的宣传海报中并没有提醒。”

——时值寒假，孩子们终于有机会

走进电影院或在家中享受“影视时间”

了。但现在的一些影视片越来越低俗，

家长们又担心容易对孩子产生误导。

“他那一双从垃圾里捡破烂的手是

人世间最干净的手。”

——62岁的王长兴老汉是上蔡县

杨屯乡田庄村人，9日下午5时许，王老

汉走进驻马店市区置地小区，逐幢楼地

从垃圾箱里捡破烂。没钱过年、进城捡

破烂的王长兴老汉，在楼下捡到6900

元现金后，爬楼逐层寻找，终于找到了

失主。

拾金不昧不是易碎品

非常道
feichangdaoF 时事乱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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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挂科”
只是一个“美好愿望”

乔志峰

姚之队：姚明并未挂科，高数38分系

谣传。近日，网络传言称姚明在上海交

大学习期间高数只考了 38 分。1 月 14

日，姚之队做出了官方回应，称姚明成绩

很好，没有“挂科”的情况出现，高数38分

的说法是谣言。姚之队表示姚明的考试

成绩绝对是及格的，已经得到了上海交

大的证实。（1月15日《北京晚报》）

人非圣贤，谁能没有一点弱项哩。

姚明即便当真“挂科”，亦属正常现象，无

须大惊小怪，姚明之前也曾表示：“数学

是我最头痛的东西，因为逻辑性比较强，

而且知识比较系统，前面的功课缺一点，

后面就很难连接得上。所以数学现在对

于我来说，应该是最困难的。”即便著名

如姚明，亦难逃脱高数折磨。我真的弄

不明白，非逼姚明把高数整明白，到底有

多大意义乎？所以说，姚明“挂科”的传

言很可能只是一个“美好愿望”--期待中

国的教育能摈弃“一刀切”和“流水线作

业”，因材施教，尽量为学生发挥个性、扬

长避短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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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文化”无关“创意”
马涤明

一次有价值的文化创意，只要执行

得当，可能带来超出寻常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省政协委员刘立平昨天向记

者介绍他的一份提案，建议在港珠澳大

桥珠海澳门登陆点塑建“和谐女神”。（1

月15日《南方日报》）

“文化创意”，确实有这种产业，搞得

好的能挣大钱。只是不知道，刘立平委

员的“和谐女神”提案是如何评估其“社

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而我以为，

“和谐女神”的效益之说，不管是“社会”

的，还是“经济”的，都不大靠谱，第一，当

和谐社会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之际，一个

人造的“女神”不但显得多余，而且因为

刻意而感觉生硬，有逢迎投机之嫌。第

二，“女神”与“经济效益”关系几何，叫人

更困惑，提案者是认为它会带来旅游收

益，还是说因为有了这个“女神”，外边人

便因为这里和谐而放心来投资创业，所

以经济效益将“超乎寻常”？不知道提案

者有无详尽科学的可行性研究，反正我

是不信。

我认为，所谓“标志性文化建设”，绝

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塑像，特别是“中国

的和平崛起”这样一种博大精深的主题

与内涵，更不会是一个人工的塑像能够

承载或“标志”的。它需要国家作出艰苦

的努力，有效的沟通，以及务实的行动与

成果，才可能将“和平崛起”的理念展示

于世人。多一个塑像或许至少没有坏

处，但是说“超乎寻常”，是否有浮夸之

嫌？

“产业”上的文化是不排斥创意的，

但是表现一个国家“和平崛起”的文化标

志，与“创意”的概念是绝不搭边的。国

家文化，社会文化，民族文化，只能由积

淀而来，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

智信”，“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民族

思想文化精髓，乃是千百年传承与弘扬，

并被广大国人认知认同与推崇而成。而

一座孔夫子圣人塑像，它绝不仅仅是一

座塑像，因其承载着太多的历史积淀与

国民的共识和信仰，才可能产生“社会效

益”。

“三好生”评选不能成为“福利工程”
家长质疑“三好生”泛滥，校长称是顺

应“需求”。“正是升学需求和家长的这种

‘要奖’心理让学校在评奖问题上很难办，

有时不得不增加名额顺应‘需求’。”南京一

位知名小学负责人直言不讳地表示。（今日

本报10版）

三好生，是一个用来评价一个德智体三

方面均为优秀学生的荣誉称号。如果“优秀”

称号仅仅属于一种“精神鼓励”倒也罢了，在

这“理论联系实惠”的年代，人们都看到类似

荣誉称号的含金量。无论如何解构“三好”意

义，它的价值就在于在同等条件下一个学生

比另一个学生有优先权，尤其体现在工作，升

学上面。最差的作用也可以哄家长开心，给

家长长面子，赢得家长的物质奖励。

在一个教育资源日益商品化，家长是

顾客的年代，为了减少或缓解矛盾，维持

“和谐”局面，某些学校的领导“想家长之所

想，急学生之所急”，遂把这在上面看来原

则性很强的“评优”搞成了一项不折不扣

的“福利工程”。 一打三好生，个个受表彰。

这项“福利工程”的“游戏规则”便是：

“排排坐，分果果”。庄家轮流转，每年到一

家。反正只要学生平时踏踏实实，这“优”

字迟早会大驾光临。本以为家长们应该一

团和气，但事实是某些家长们出于竞争的

需要不愿意领这个情，并且笔者以为这样

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也与“评优”

的初衷相去万里。

笔者认为，一些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应

该合情合理，但事实上，到了某些基层执行

者那里便成了“合情”而“不合理”。诸如

“三好生”之类的荣誉，一是原则性很强，二

是牵涉到学生的切身利益，故必须慎重对

待，认真处理。与其让其在执行中变味，不

如干脆取缔。例如呼吁取消“三好生”评优

的声音屡屡出现，也有社会心理市场。否

则，拿着原则当福利（甚至当人情），损害的

只能是学校的形象和政策的声名。

老天会承老天会承（（惩惩））罚你的罚你的，，你们这些人类的渣滓你们这些人类的渣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