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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遇袭反思的不该只是酒店
□刘义杰

XING BAO SHI PING星报时评

“存钱不如存人”
岂止是一个家庭的愚昧

□汪昌莲

何洪是四川省遂宁市蓬南镇三台村村民，至 2012 年 7 月当

地政府给何洪妻子安环节育前，两人已生养了11个孩子，被当地

人称为“超生游击队”。“存钱不如存人”，何洪坚持这种想法近20

年，如今觉得这种想法错了。（4月6日《中国青年报》）
在农村，一直存在“人多力量大”的思维方式，而“存钱不如存

人”，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进一步体现。殊不知，这对农村夫妇生下11

个孩子，却陷入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现实困境。特别是，“存钱

不如存人”错误观念，不仅害了这个快要撑破的家庭，更害苦这群孩

子；因享受不到同龄孩子一样的生活和成长机会，有的孩子选择离

家出走，有的孩子“心里只有仇恨”，这显然是一种危险信号。

众所周知，目前人们大都遭遇“孩奴”困境，即便是只生1至2

个孩子，也要面临教育、就医、生活等诸多问题。而孩子生得越

多，父母的压力就越大，至于生下11个孩子，显然已经超出了这对

夫妇的承受能力，不仅难以履行抚养孩子的家庭责任，而且无形

之中加重了社会负担。事实表明，这对夫妇已陷入了“只生不养”

的困境。前不久，民政部副部长邹铭表示，对“只生不养”，不依法

履行监护责任，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父母，必须要依法

追究其责任。可见，这对夫妇“存钱不如存人”，还面临法律风险。

然而，这对夫妇“存钱不如存人”，并非是生育观念落后和思

想愚昧这么简单。试问，一对夫妇生下11个孩子，如此庞大的“超

生游击队”，是如何逃脱当地计生部门监管的？难道他们生活在

没有计生法规、没有监管的世外桃源？可以说，监管的严重缺失，

助长了“存钱不如存人”落后、愚昧生育观。换言之，一对夫妇生

下11个孩子，应该成为当地计生部门检讨和反思管理缺位的一个

典型范本。

当今正处二孩时代，生养孩子是非常艰辛的事情，要让普通

家庭愿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首先就要改变人口

观念。一方面应该推动社会生育观念科学化，另一方面，要让所

有的孩子生长在一个机会公平的社会里。具体到“存钱不如存

人”，孩子并没有错，既然被生下来，就应该享受到社会大家庭的

温暖，当父母无力承担抚养责任时，政府及有关部门就要尽到救

助责任，从落户到教育，从医疗到生活保障，都要给予帮助和扶

持，让他们共享公平的阳光。

4月6日下午3时许，和颐酒店方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如家集

团北方区相关负责人以及事发酒店总经理表示，对于日前女子遇袭

一事，酒店确实存在安保、应对等一系列问题，目前已经对和颐798

店采取整改措施，并会追究酒店管理人员责任。（今日本报13版）
女孩酒店遇袭，酒店方面难辞其咎，再多的借口都不是理由。

借此，如家方面配合警方破案的同时，必须加以深刻反思，并采取制

度性补救。相关的酒店行业也该趁机反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真相如何，需要警方来还原。但故事的细节却不能阻碍人

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个社会太危险了。要知道，这个事件

发生的地方是北京，发生的场所是如家，最安全的地方，全国最

大的连锁酒店之一都能发生这样的危险，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呢？

女孩遇袭事件反思的不该只是酒店，这件事件涉及的问题

更深刻，那就是时评人乔志峰在微博上所写的，“和颐酒店女生

遇袭”带给社会最大的震动是：我们可能随时随地就会受到伤

害，并且可能没人帮助我们。安全感在哪里？

安全感在哪里？酒店里的安全需要酒店经营者来保障，大

街小巷的安全需要警察来保障，在工作场所的安全需要单位来

保障……但这些保障，其作用都是有限的，正如多灾多难的地震

告诉我们的，灾难防不胜防，最重要的“自救能力”源自强大的社

会，源自社会上每个人的守望相助。如果，有人跌倒了，没有人

去扶；如果有人跳楼，底下的人喊“快跳”；如果有人落水了，没有

人去伸手；如果有人街头被打，没有人去阻止……那么，这个社

会就难以安全。一个安全的社会需要每个人的付出，需要每个

人的努力。

新闻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酒店管理方、还有住宿人员

都有人以“小两口”闹别扭为由而不予施救，但问题是，前些日子

刚通过的反家暴法，其中规定，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等其他单

位，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及限制行为能力的人遭受了家庭暴力，

有责任、有义务向公安机关报案。如今竟然还有人以此为借口

开脱，只能说明陋习的改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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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 CHANG DAO非常道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将副职叫成正职
是种“语言贿赂”

给称呼“戴高帽”中

最常见的是将“副职”叫

成“正职”。有的同志为

了“讨好”上级，故意在

称呼中省略“副”字，以

此来表示自己对上级的

尊重。但这其中也不免

有“奉承”心理，从某种

程度讲，也是一种“语言

贿赂”。

有一些领导干部，对

下级的“戴高帽”称呼开

始还有些受宠若惊，时间

久了反而心安理得地欣

然接受，很享受这种被人

“戴高帽”的优越感。不

少党员干部在一声一声

“拔高”的称呼中变得飘

飘然，滋生了官僚主义的

作风。

人民日报：
借权力庇护眷顾亲情
只会贻害家人

一些党员干部，对

待工作上的风霜雨雪宁

折不弯，对待家庭和亲

人却标准降低、要求放

宽，一味地迁就和照顾，

甚至有人不惜动用职权

帮着“活动活动”、“走

走捷径”。亲情眷顾借

助权力庇护来实现，难

免会变味甚至变质，到

头来只会贻误家庭、贻

害家人。

火车站有人“差钱买票”
向你借钱, 小心！

“我钱包丢了，要买

票 回 家 ，能 借 我 点 钱

吗？”近日，北京南站出

现专向路人要钱的“差

钱族”行骗团伙。他们

穿着光鲜，往往谎称钱

包丢失买票差几元或几

十元钱，加微信或留电

话假装到站还钱，专骗

年龄相仿的异性。民警

提醒不要轻易给钱。

@人民日报

感念细节里的善意

有的地方检修供水

管道，却没有考虑避开

居民用水高峰时段；有

的城市对繁华路段进行

小修小补，却没有安排

在车流量最少时进行；

有的行政服务中心叫号

办事，却没有提供足够

的椅子供等候的人休息

……细节中的善意，真

实可感，不仅是与人方

便，更能避免社会治理

的机械化冷漠。

@人民日报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

官员“下海”
应规避权力“旋转门”
□张西流

10天前，中山大学附属东华医院官网上的一则消息透露了该院

人事变动的情况：中山市卫生计生局原副局长潘伟彪教授正式以该

院院长的身份亮相。从今年1月初开始疯传的“卫计局副局长辞职下

海”一事，至此尘埃落定。不到50岁的潘伟彪曾被认为是学者型官

员，对“下海”原因他未接受记者采访。（4月6日《广州日报》）
应该说，官员“下海”，首先利大于弊。只有双向交流，社会人才流

动才会更加自由，人们才可以从崇拜权力的“官本位”中跳出来。然而，

中山市卫生计生局原副局长潘伟彪辞职“下海”，担任本市一家民营医

院院长，让人心生疑虑，不得不关注由此衍生出来的诸多弊端，如官员

违规“下海”、利用官场人脉关系进行反向“勾肩搭背”，等等。

《公务员法》102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退休的，原系领导

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

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

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可见，官员“下海”，首先必须符合此

规定。否则，便存在反向“勾肩搭背”之嫌。再看潘伟彪“下海”，显

然违反了此规定，其合法性值得考量。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柴效武曾在《人民论坛》杂志上撰文称，

有些官员在离任之后，虽然手中权力大大减弱，但仍然能利用其在

任时结交的各种关系，把握好其在任时的“感情投资”，在离任后一

并收获。正因为如此，柴效武教授提醒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谨防

出现权力“旋转门”。

可见，官员“下海”，应规避权力“旋转门”。换言之，官员“下

海”，更应规避反向“勾肩搭背”。一方面，官员“下海”后，应参与公

平的市场竞争，自觉与原工作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保持适当距离，因

为“距离产生美”。另一方面，在职官员，应严格执行“廉政准则”和

“八项规定”，对企业和商人多服务、少干预。特别是，应完善权力监

督体系，用制度监督和约束“政商关系”。

一位“休而不退”者，

看到《瞭望》周刊报道，在

湖南一些地方，近期有些

年龄并不算大的“局办委”

或乡镇“一把手”、重要班

子成员向上级打报告，要

求按照地方“公务员50岁

以上退居二线，可享受比

在职时更高待遇”的政策，

自请“早退”，成为“休而不

退”的“散吏”。 自称来自

浙江的“散吏”，内心深处

的愧疚，写下“什么都不

干，年薪12万”的文章谈感受。（4月6日《信息时报》）
这位浙江自称“休而不退”的“散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

了自己“散吏”的心路历程，感到愧疚和自责，并用“愧对分文不少的

薪资，愧对含辛茹苦的劳动者，愧对朝九晚五的下属们”的“三个愧

对”解剖自己。应该说是良心发现，退休后的不再犹豫害怕而把“埋

藏在内心深处多年”的心里话大胆地说出来。

“八九年的时间里，什么都不干，照样拿工资，照样享受一点不

少的福利待遇；而且工资不算低，属于年薪超过12万元的自行申报

个税者”。这样的家丑又何止一位“休而不退”者的个案，这是一种

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是体制的痼疾。一位吃皇粮者的“内心独白”，

让人几多辛酸与无奈，简直是对公职人员体制弊端的极大讽刺！

长期以来，一旦进入体制内的公职人员，就等于进了保险箱，有

了铁交椅、铁饭碗，吃皇粮不问国事，昏昏庸庸，碌碌无为地混日子，

不思进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不撞钟，“什么都不干，年薪

12万”旱涝保收，愧对自己愧对人民。

问题是，现在国家一面在实施“延迟退休”政策，一面又在养更多的

闲人，一面又有人要在“早退”上下功夫，而且还会得到鼓励，“腾笼换鸟”

让出更多位置来养懒汉。纳税人的血汗钱就是这样被“散吏”们吞噬。

既然如此，何不堵塞这个漏洞，尽快补齐“延迟退休”的政策短

板，尽快进行公职人员的体制改革，从体制机制上防止“什么都不干

年薪12万”现象的继续发生，让“散吏”们有了危机感，不再内心愧

疚，不再愧对人民！

“什么都不干年薪12万”
讽刺了谁？
□王恩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