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校长性侵幼女、教师体罚学生等

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教师素质问题的广泛

关注。就此，教育部相关负责人透露，要打

破教师的铁饭碗，实行五年一注册。今年

内将出台教师师德考核评价规定，为师德

划出“红线”。（6月16日《潇湘晨报》）

多年来，加强社会道德的治理也并未

解决道德问题，一个“师德红线”恐怕也难

以解决师德问题。更何况在“依法治国”的

背景下，以德治校就显得十分脱离现实了。

教师性侵学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法律

问题，如若有此类事故发生，那么，相关方

面要做的是移交司法机关。单方面强调越

线教师将受到严惩无疑将法律问题行政化

处理，弱化了惩处力度。我们需要的是严

格地推进依法治校、依法执教，真正落实

《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所规定的保护学生权益的条款，而不

是让这些条款只是停留在文本上。

美国防止老师侵害学生就是告诉学生

和老师什么行为可以允许，什么行为不可

以越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老师对学生

有越轨行为，那么，学生要立即向学校举

报，学校的唯一做法是立即报警，让警察来

判定是否涉嫌侵害。

与“师德红线”相比，法律的界限无疑

是清晰的。“越线教师将受到严惩”，内部的

处理模糊了双方的权利，更无视问题的实

质是法律行为。师德、准入制等诸多的规

定不如向老师明确一个理念，那就是对学

生进行侵害必然不受校方保护，老师一旦

涉事一切皆由法律来承办。

夏日炎炎
严防学生溺亡事故

世相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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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父亲节，淘宝网数据显示，

同为节日，父亲节却没有情人节那般喧

嚣，没有母亲节那般温暖，更没有儿童

节那般欢快，与关键词“爸爸”相关的宝

贝仅 32 万件，中国父亲遭遇尴尬父亲

节。（6月16日中国广播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父亲节商业气

息的淡薄，与中国的文化背景有关。相

比母亲的无微不至，父亲的爱如大山般

厚实但不宣扬，中国式父子（或父女）关

系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亲密。此外，

我们总是习惯了父亲的强者姿态，似乎

觉得没有关心和回馈父亲的必要。于

是，人们给父亲选购一份礼物的热情，远

没有为母亲买把康乃馨那般强烈。

事实上，人们在设置节日时，便暗

含着某种补偿弱者的心理，如“妇女

节”、“儿童节”等节日的设立，其初衷便

是提醒人们对弱势群体权利的尊重和

认同。人们虽然设立了“父亲节”，但在

价值倾向上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因此，“男权社会”中，在家庭里处于强

势的父亲，在情感上得到补偿的机会便

处于最低水平。中国父亲在长期付出

却难以得到相应情感补偿的情况下，容

易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这对于父亲们

的身心健康显然是不利的。

因此，作为儿女来说，不妨将电商

的数据视作一份善意提醒，反思自己在

与父亲的关系中还有哪些可以改进之

处，适当调整与父亲相处的传统模式，

多一些陪伴与交流，在适当的时候向父

亲表露自己的感激与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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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为了让宝贝孙女早日找到“如

意郎君”，西安市 70 岁的袁先生写

了 19 页的“相亲指南”。比如“第

一次见面，任凭他口若悬河”；比如

“第二次见面，问他对相亲节目有

何看法”；比如“常去足浴、酒吧、舞

厅、夜总会吗”；比如“‘富哥’、帅

哥，往往是‘花心’多多”等等。（6

月15日《华商报》）

作为爷爷，给孙女当爱情指

导，写“相亲指南”，其拳拳之心和

对孙女的无限爱意，无疑是让人感

动的。但如果拿一个19页的“相亲

指南”，来让孙女作为找对象、作为

婚姻的标准甚至是爱情的标准，却

显然是有些不妥的，甚至是有些气

死牛郎颠覆爱情的。

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其本

质都是一种爱与爱的融合，是两

颗心之间的相互爱恋与依存，是

感情相撞擦出的火花，不应该有

太多的外在条件与条条框框。因

此说，“指南”指出来的爱情和婚

姻、相亲对象等，离人们所向望

与崇拜的爱情与婚姻是有很大距

离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家喻户

晓，如果按照爷爷的“相亲指南”

的标准，牛郎这么一个穷小子，

身高相貌、学历素质都不见得有

多了不起，其凭什么与天上的仙

女相爱？

面对“相亲指南”，无论是孙

女 也 好 ，还 是 你 我 等 旁 观 者 也

罢，除去要读懂其中长辈对晚辈

的关怀和爱意之外，其他的，不

妨一笑了之！

爷爷的“相亲指南”气死牛郎
刘鹏

时事乱炖

“标准化”相亲 王恒漫画

近日，有网友称武汉一城管白天作

为执法者在街道巡逻、检查乱摆乱放，晚

上则化身为练摊小贩，在路边摆摊卖茶

杯。经证实，“地摊男”确系洪山区城管

局一名执法队员，并非“临时工”。 (今日

本报15版)

白天是严格执法的城管执法人员，晚

上则化身为练摊小贩，身份的朝夕瞬间错

位与变换，顿时让公众懵懂。尤其是最近

几年，城管与商贩这种“猫鼠游戏”不断升

级、暴力执法不断的语境下，这位城管队

员必然会遭遇公众“围观”并质疑。

有网友认为，这位城管员“换个马甲”

占道搞经营，属于“执法犯法”；而武汉市

城管委则表示，公务员摆摊经商违反《公

务员法》第42条和第53条中关于公务员

不许经商的相关规定，“只要是公务员又

同时经商，就是违反《公务员法》的行为。”

白天摆摊与晚上摆摊，性质是有区

别的。白天摆摊，堵塞交通，影响市容；

而晚上车辆少，布局合理还能繁荣经济，

满足一些家庭低收入的问题。这位城管

员在晚上利用业余时间摆摊，不宜简单

定性为“执法犯法”。界定其违反《公务

员法》，我认为扣的这顶帽子太大、过

重。扪心自问，假如不是生活所迫，谁会

在下班时间舍脸拼命练地摊？

不能否认，时下城管执法诟病多多，

社会口碑不佳。城管人员如果是合法摆

摊，则会在摆摊中接上“地气”，对他的工

作说不定有积极的一面。

白天执法，晚上练摊，折射民生之困，

同时也佐证：一个城市要“面子”，更要“里

子”；城市不能患有“洁癖”，而不问百姓生

计。在城市，占道经营的地摊禁而不绝，

城市管理者宜疏不宜堵，比如，可以划出

特定区域允许市民全天候摆摊；或是允许

有些路段白天不许摆摊而晚上允许，像这

样的政策和执法，才会赢得公众的赞许和

支持。诚如是，城管员也可以光明正大地

利用业余时间练摊了。

白天执法晚上摆摊或能接“地气”
沂蒙客

热点冷评

父亲节遇冷是对儿女的善意提醒

连日高温天气，不少孩童开始下水纳凉，

溺水事故开始增加，重庆两天连发4起学生

下水溺亡事故。（6月16日《重庆晚报》）

前几天，教育部在其官网就近期多起

中小学生溺水事故进行紧急通报。短短两

天内，四省五地连续发生 5 起未成年人溺

水事故，造成19名中小学生溺亡。含苞待

放的生命早早地凋零，让我们感到无比的

惋惜。但也让我们反思，该如何彻底扭转

夏季学生溺水频发的现实。

以往，相关部门也出台了一些文件，制

定了不少措施，做了一些努力。但一个个

惨痛的教训都在说明，严防学生溺水方面，

我们做得还不够，至少还有较大的改进空

间。不能让安全教育流于形式，学校和老

师有责任教育好学生，家长也有义务看护

好孩子。

严防学生溺水是一项系统工程，一定

要清除各种死角。在日常的教学中，应该

给学生们补上安全这一课，让他们知道面

对类似突发状况该如何应对。政府部门、

学校、老师、家长、社会要通力合作，形成一

个防范学生溺水的“保护网”，才会避免撕

心裂肺的悲剧再度上演，才会给孩子提供

一个安全成长的环境。

“师德红线”难解法律问题

侯金亮

刘义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