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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改政府宣传标语
被行拘不冤

非常道

韩俊：有农民一年随礼钱就占到全年
收入41%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表示，大部分农民

每年的红事随礼钱1万元到2万元。有的农民

一年随礼 68 笔，1.8 万元，占到全年收入的

41%。“现在农民因结婚致贫不在少数。调查

显示，全国平均彩礼达到 14 万元，24%的农户

表示存在因婚负债的情况，平均负债 2.2 万

元。”韩俊表示，“乡村振兴不振兴，首先要看

农村风气好不好，必须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一起抓。” @新京报

湖南省城步苗

族自治县公安局官

方微信公众号 5 日

通报称，唐某（男，

现年 34 岁）将政府

在村里张贴的宣传

标语“好吃懒做很

可耻、贫穷落后不

光荣”恶意篡改成“好吃懒做很光荣、

贫穷落后不可耻”。随后有人拍照发

至朋友圈，导致该标语在微信网络转

发，误导广大群众认为是政府张贴的

错误标语，严重损坏了政府形象。根

据相关规定，城步苗族自治县公安局

依法对唐某予以行政拘留 7 日的处

罚。（1月5日《潇湘晨报》）

针对上述事件，公安机关对其依

法行政拘留七日处罚，并不是小题大

做。首先，从其影响来看，恶搞标语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被网络传播后，

一方面会给受众造成一定误导；另一

方面如此戏虐之作，虽不是谣言，但

其危害也不小，而其这种任性的负面

效应更不容小觑。

其次，从法律角度来看，公安机关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

一项之规定对当事人进行的处罚。上

述条款的规定是，散布谣言，谎报险

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

乱公共秩序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

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

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

下罚款。违法必被罚，可谓一点不冤。

上述村民之所以有如此任性举

动，很大原因在于法律意识的淡薄。

倘若认识到恶搞政府宣传标语的危害

性，以及违法性，也不会做如此糊涂

之事。更何况，党和政府悬挂宣传标

语，不仅是为了宣讲党的政治思想和

国家的制度措施，也是为了让人民群

众真正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一定意

义上讲，宣传标语也是党和政府的形

象，也是一个地方的形象，更可以说是

一个国家的形象，对此岂能恶搞之。

总之，篡改政府宣传标语被行拘

并非小题大做，当引以为戒。同时，

这也给各级政府提出了警示，应该做

好相关方面的普法教育，唯有每个人

的法律意识增强了，自觉学法用法守

法，才能推动人们在法律边界之内行

事，而不至于干出任性且违法之举。

尤其是，在网络时代，这样的小恶且

微违法之举更不能纵容。

新的《河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

例》于2018年7月22日正式提交河北

省人大常委会初审,9 月 20 日审议通

过,于 12 月 1 日起施行。这部《条例》

引人关注之处在于其明确规定了“已

成年且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赡养人要求

老年人给予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

拒绝”,此规定被诸多媒体解读为“立

法禁止啃老”,继而引发舆论关注。（1

月6日《法制日报》）

“立法向啃老说不”，和“立法禁止

啃老”，看上去是一回事，但实际上并

不是。因为年轻人“啃老”不仅仅是

一个法律层面的问题，同时更是一个

道德层面的问题，如果把上述两者混

为一谈，很容易造成公众在理解上的

偏差，进而让《条例》本身被质疑，也

就削弱了地方立法的权威性，影响了

法规条例的落实和执行。

“啃老”是法律问题，还是一种道

德问题，尤其是每家的情况都不尽相

同，如果法律“一刀切”地禁止年轻人

“啃老”，一方面在法规条例的落实上

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导致

条例成了空文，流于形式；另一方面，

也未必会得到百姓的认可与支持，成

了一种“出力不讨好”，这显然是与地

方政府立法的初衷相背离的。

所以说，地方政府以立法的方

式向“啃老”说不，就像当年的“常回

家看看”入法一样，更多的意义在于

一种价值引领，一则告诉那些正在

“啃老”或准备“啃老”的年轻人，这

种行为是为社会道德与国家法律所

不容的；二则是告诉“被啃老”的父

母，如果自己不愿意子女“啃老”，那

么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向子女“说

不”，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尽管

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和子女因为“啃

老”问题而诉诸法律、对簿公堂的肯

定少之又少，但是这样的法律保障，

却不能缺席。

“啃老”现象的发生是有着深层次

的社会原因的，仅靠道德或仅靠法

律，都难以很好地解决问题。如果说

以前主要靠道德的自我调整的话，那

么随着越来越多地方开始以条例的方

式对“啃老”立法，也就意味着开始借

助法治的力量来予以引导和规范，这

当然是值得肯定与期待的。

□ 杨玉龙

对“啃老”立法重在价值引领
□ 苑广阔

“儿童看病只认大医院”
何以化解

时事乱炖

微声音

咬指甲咬出5种病

①甲沟炎。一旦咬掉指甲下的角质层，就

易引发甲沟炎。②胃肠疾病。手上的细菌可

能进入口内，如幽门螺杆菌、大肠杆菌等。③

指甲畸形。咬指甲可能损伤指甲生成层，导致

指甲畸形。④手疱疹。如果有口腔疱疹，咬指

甲可感染手指。⑤牙齿问题。长期咬指甲会

诱发牙龈炎。 @生命时报

热点冷评

记者近日在医院看到，候诊的家长和患儿

挤满了整个走廊，有些家长自带小板凳和折叠

床，把走廊当成临时病房。只认大医院，在众

多辛苦排队的父母中，持这种观点的不在少

数，让大医院的医生不堪重负。多位医生表

示，半数以上的患儿没必要往大医院挤,基层

医院即可解决。（1月6日《华西都市报》）

医生的话，道出了一个普遍的现实。许多

被家长带到大医院来看病的孩子，最终发现也

许不过是一些头痛脑热的小问题而已，只需进

行简单的处理即可，这样的服务在基层都能够

提供。儿童看病只认大医院，让家长和孩子来

回折腾，还要多掏不少医疗费，大医院的儿科

也应接不暇，这种现象对医患双方都不利。

然而，患儿可回基层，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

够安心回到基层。医疗最难之处不是治疗，而

是诊断和鉴别诊断，当疾病诊断清楚了，排除了

其他严重疾病，治疗往往就不成问题。这说明，

“基层可治”是一回事，但发现“基层可治”是另

一回事，鉴别病情轻重恰恰是难点所在，也是大

医院的优势所在，这个过程不能轻易省去。

因此，要想化解“儿童看病只认大医院”现

象，首先要在儿童被带来大医院之前，为他们提

供“病情较轻，可以在基层诊疗”的鉴别服务，这

需要基层医生具备提供这类服务的能力。并

且，有了这种能力还不行，还需赢得民众的信

任，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家长方有可能听从基层

医生的建议，留在基层看病。此外，还要为他们

建立起随时都能到大医院就医的便捷通道，否

则，家长仍然不会安心让孩子在基层看病。

还要看到，儿童比成年人更容易扎堆到大

医院看病，经济因素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儿

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或新农合，住院报销比例

低，在门诊看病几乎等同于自费，既然如此，当

前的梯度报销比例政策（即越往下报销比例越

高），对儿童患者也难以发挥作用。医保部门

可考虑出台更多优惠政策，比如进一步提高基

层住院儿童的报销比例，儿童在基层看门诊可

以使用家长的医保个人账户等，通过政策激

励，使更多家长乐意让孩子在基层看病。

□ 罗志华

法盲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