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晓燕

大千世界，繁纷复杂；人活
世上，难免犯错。如果犯了错
误，能够吸取教训、努力改正，
也不失为亡羊补牢之举。可是总
有人既不认错，更不改正，而且
还要千方百计寻找理由和借口，
将责任推给他人，推给环境，甚
至推给老天爷。老宁波对这种“永
远有理”的人，有一句老话相赠：

“老虎勿怪怪山头”。好比说，在景
阳冈上被老虎吃了，不怪老虎野
心大发，却怪景阳冈罪该万死。这
岂不是找错了原因算错了账？

最近，在上海开庭审理的一
起引人瞩目的侵权索赔案，原告
给人的感觉就是“老虎勿怪怪山
头”。一名 11 岁的小男孩，成功
破解了一辆共享单车的密码锁，
骑走了“小黄车”。不想上路后
因逆向行驶等原因，与一辆大客
车相撞，伤重不治身亡。男孩父
母将共享单车的运营方小黄车公
司、大客车司机、大客车所属单
位以及保险公司，一起告上法
庭 ， 要 求 赔 偿 各 项 损 失 866 万
元，其中向“罪魁祸首”小黄车
公司索赔额高达 761 万元。“理
由”是共享单车的车锁太容易打
开，存在重大缺陷，致使他们的
孩子轻易得手，不幸发生车祸。

小黄车公司对孩子发生意外
感到遗憾和痛心，但同时也表
示，为此事背黑锅那可不行！自
己不存在任何过错，凭什么要赔
钱呢？我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明确规定，不满12周岁
的未成年人，不准驾驶自行车，
所以是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的责
任。更关键的是，小孩并未按规
定用手机扫码付费，获取车锁密
码，而是“以非正常的程序”擅
自开锁并将车骑走。这显然属于
侵权行为，由此造成的后果，应
当由侵权人自己负责。

关于这起案件，绝大多数网
友对原告莫名惊诧。明明是自己
的孩子偷骑了共享单车，从而引
发事故，居然还大言不惭地要别
人买单！口口声声强调车锁“存在
重大缺陷”，怎不检查检查自己的
家教有没有“存在重大缺陷”？有
没有郑重告诫孩子，无论什么情
况，决不能偷拿偷用他人的东西？

失去孩子，家庭损失巨大，
家长悲痛万分，这些别人都能理
解。但是，损失再大，心情再悲
痛 ， 也 不 能 “ 老 虎 勿 怪 怪 山
头”，觉得自己毫无责任，都是
别人惹的祸，对不对？

当然了，这样的事故属于意
外，比较罕见；而在日常生活
中，某些富有中国特色的“老虎

勿怪怪山头”现象，可谓屡见不
鲜。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镜头是：
小 孩 奔 跑 嬉 闹 时 跌 了 一 跤 ，

“哇”的一声哭将起来；跟在后
面的阿娘 （祖母） 或外婆之辈，
一边赶紧扶起孩子，一边用脚去
踩地面，一边口里叨叨：“都怪
地垟坏，都怪地垟坏！害阿拉宝
宝 跌 一 跤 。 看 阿 娘 打 其 ！ 啐 、
啐、啐！”宝宝一看阿娘教训地
垟，也有样学样，抬起小脚去
踩，同时破涕为笑了。

其实，当孩子不慎跌跤时，
家长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鼓励孩
子自己站起来。在这方面，许多
老外是我们的榜样。小老外跌跤，
父母几乎从来不扶，坚持让孩子
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来，为
的是从小培养孩子的意志和毅
力，不怕失败挫折，勇于对自己的
行为负责。而像教训地垟之类的
哄孩招数，无形中会对孩子的认
知和品性产生负面影响，使得孩
子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产生依赖
思想，学会推卸责任，也像某些大
人一样，“老虎勿怪怪山头”。

做人贵在坚强自信、勇于担
当；做事贵在身体力行、脚踏实
地。不言而喻，“老虎勿怪怪山
头”的想法，就是做人做事的一
只拦路虎，必须发扬武松打虎的
精神对付它！

老虎勿怪怪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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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话新聊
漫画角

有人认为现在的孩子缺乏感
恩之心，殊不知他们缺少的是感
恩体验的环境。正如孟母三迁是
为了找到适合孟子成长的环境那
样，少了生活环境的体验，孩子
不熟悉社会不懂得生活，难免只
知道索取而缺乏感恩的心。从主
观上讲，一些家长认为现在生活
富足了，没有必要让孩子吃苦受
罪。似乎条件越好，大人对小孩
施恩越多，就是越爱孩子。其
实，这是溺爱。这种施恩的理念
会养成孩子在物质条件上攀比的
心理，从而产生优越感或是失落
感。久而久之，使其形成一种索
恩的习惯心理：父母只能给我条
件更好的环境，否则就是父母的
无能和不是。其实，感恩是在知
恩基础上的反哺，而非索取。不
了解社会就很难有这种体验。就
父母而言，应该给孩子创造一个
能够体会感恩的环境，而不只是
享受恩的环境。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
长、研究员谢京辉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节目，有
一点我还是很欣赏的，就是所有
上台参加活动的演员，不管多么
资深、多么有名、红得发紫，都
会自我介绍“我是一个京剧演
员”“我是一个沪剧演员”“我是
一个越剧演员”。我很欣赏这种
介绍，现在有些地方，有的人动
不动说自己是“大师”“表演艺
术家”“我是著名的什么什么”，
不惜自我吹捧、不可一世。每逢
看到这个，我是很有看法的，这
次大家如此介绍，我觉得这个是
多年不见的朴实风气，这是摆正
了位置，我是很欣赏，也想是不
是以后能把这种好的风气继续下
去。我特别不欣赏、反感有些剧
团或者演员自我吹嘘厉害，一个
演员说自己著名，著名什么？才
演了几个戏？这风气多不好，对
本人也不一定有好处。

——昆曲演员蔡正仁

现在让我们很骄傲的一些文
学作品，就算是 《红楼梦》，能
跟 《诗经》 比吗？能跟 《楚辞》
比吗？屈原醒过来一看 《红楼
梦》，那么俗气的文字，简直就
是糟蹋文字，肯定看不惯。我们
从 《诗经》《楚辞》 走来，一点
一点，文字变得松懈、口语化，
变的“很水”。以前唐诗几句话
就可以弄出这么大一个意境，现
在网络小说写了 100万字可能还
没说清楚什么。这个趋势是不可
改变的。从这个意义来说，网络
文学跟传统文学走岔了。这是另
一个方向，大家看电视剧，明知
道这个故事在瞎编，但是当音乐
响起来，还是觉得蛮兴奋。作者
和读者达成一种合谋、共识，文
化消费变成了一种娱乐活动。

——上海网络作家协会会长
陈村

数百万人

——微信发布的国庆长假大
数据报告显示，从 9 月 29 日至
10月6日，数百万微信用户都选
择了出境游玩，其中以上海市的
微信用户意愿最为热烈，占出境
游总人数的 10.8%。中国游客更
喜欢前往东南亚与港澳台，超
10 万用户在香港的维多利亚港
签到发朋友圈，足迹最远的中国
游客到达了北极圈的格陵兰岛。

15.4%

——数据显示，2017 年国
庆期间，共享单车的使用量明显
增加，大众出行热导致的城市交
通压力增加使共享单车出行的次
数比平日上涨了 15.4%，“地铁+
共享单车”已成为最受欢迎的旅
游城市出行模式。

77290人

——数据显示，英国高度
依 赖 中 国 生 源 ， 根 据 英 国 国
家 统 计 办 公 室 和 内 政 部 发 布
的 最 新 数 据 ， 截 至 2017 年 3
月 ， 中 国 学 生 获 得 的 学 习 签
证 数 量 增 长 了 10% ， 达 到
77290 人 ， 占 非 欧 盟 国 际 学 生
签证数的 37%。如果只统计到
英 国 大 学 学 习 的 签 证 数 量 ，
这一比例更高。

数字

陈鸣达

微信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
生活方式，人人成了低头族，成
了信息接受者、传播者与发布
者。微信的形式上，文字、语
言、图片、视频……种类繁多；
微信的内容上，政治、经济、科
学、文化、军事、体育、养生、
育儿……应有尽有。每天的信息
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

面对海量的微信信息，看还
是不看，信还是不信？这的确是
个问题。

不可否认，微信给人们的生
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从中也能
获得不少有益的信息，增加新知
识。但若沉溺其中，盲目接受，

唯信微信，则弊端多矣。如有的
人每天离不开微信，睡前看微
信，醒来看微信，得了微信依赖
症；有的人看微信造成颈椎变
形、视力下降；有的人走路看微
信撞了电线杆，跌进河里；有的
人开车看微信出了车祸；有的人
不分是非，信谣传谣，把自己送
进了看守所……更让普通民众无
所适从、难以判断的是一些人打
着专家、权威旗号，却散布相互
矛盾、甚至对立的信息，让人不
知听谁信谁。

例如，关于转基因食品，一
会儿说是人类科学史上的重大发
明，食用没有危害，一会儿又说
吃转基因食品将断子绝孙，危害
无穷。最让人琢磨不透的是养生

类的微信信息，经常出现截然相
反的两种内容。如一条信息说胆
固醇高，易得心血管毛病；一条
信息说胆固醇高点没事，有益健
康，不易得癌症。还有说清晨一
杯白开水清理肠胃，稀释血液，
胜过喝参汤；也有说喝白开水加
重肾负担，容易肾衰竭。有的说
多吃素寿命长，有的说多吃肉类
延年益寿……搞得大叔大妈们不
知道听谁的好，吃什么好。

如何正确对待微信传播的内
容，信还是不信，先有必要对微
信有一个基本了解。微信是干什
么的？哪些人在玩微信？通俗地
讲，微信是一个不受时空限制的
快速即时通讯工具，人们可以通
过网络快速发送免费 （流量需付

费） 语言、视频、图片和文字。
最初的微信只是亲友间的联系沟
通、信息交流，随着微信公众
号、微商的出现和发展，微信的
经济功能强化，为了获得消费者
更多的流量，获得更多点击率，一
些内容常常为博取眼球而笔走偏
锋。一些读者点击浏览就已经上
当，若信以为真，忙着点赞、转发并
照着去做，就上了第二次当。

由于进入微信没有门槛，监
督几乎空白，微信的受众广泛，
传播速度快，一些人把微信作为
发泄不满的平台，制造谣言的阵
地，无中生有，造谣惑众，或见
风是雨，夸大事实，唯恐天下不
乱。因此，对微信中的多种信
息，必须进行过滤、分析，不可

人云亦云，言听计从，上当受骗。
如何看待微信，微信的开发

者曾给予了含蓄的回答，将这一
通讯工具命名为微信，似乎在告
诉人们，其传播的信息是微小、
微型、微弱的，是微乎其微、微
不足道的。不要把微信的信息都
看作是微言大义，坚信不疑，照
着去办。不知开发者是否真的这
么想，但笔者认为微信应该具有
上述的含义。

要充分发挥微信这一现代化
通讯工具的作用，防止和减少负
面效应，一方面应净化微信的阵
地，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及时
处理微信中的不法行为，网络平
台切实负起责任，及时关闭哪些
惹是生非、胡编滥造信息的公众
号。另一方面，广大网民也应加
强自律，不信不传有违法律法
规、社会公德良知的信息，加强自
我修养，提高自身素质，对各种信
息有分析有选择，摆脱对微信的依
赖，不把微信作为获取知识的主要
渠道，让微信来指导生活。

总之一句话，微信只能微信，
不可唯信，有所相信，不能全信。

微信微信，不可唯信

“ 当 年 我 离 开 梁 家 河 的 时
候，我就有个想法，如果将来我
有机会从政，我要做一些为老百
姓办实事的工作。”

“他做事公道、敢于担当，
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需要
什么他就干什么。他的每一个行
动和决策都很务实，都是为老百
姓的利益考虑的。”

“我们读了很多书，但书里
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结合，
才能把水分蒸发掉，得到真正的
知识。”

9 月 22 日，市委党校青年读
书沙龙举行专题学习会，二十多
位青年教师分享了阅读 《习近平
的七年知青岁月》的感悟。

“群众需要什么，我们
就去做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在自己的青春
岁月中，用实际行动不断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无论
是办夜校让当地群众读书识字，
还是修厕所改善百姓生活条件，
青年习近平总是将“人民”放在
心里，用实际行动改善当地群众
的生活。

哲学教研部郭晓禄认为，在
七年知青岁月中，是什么力量让
一个只有十六岁的青年在艰苦生

活和巨大精神压力下坚持下来，
并干出了不起的业绩，得到组织
和百姓的信任？是对人民的爱！
青年习近平在为民造福中找到了
自己的人生答案和价值目标，在
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把爱民、
为民、利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立足点，时刻心系人民群
众。在“7.26”讲话中，习近平
总书记“八个更”的重要论述，
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
体思想，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丰富
了我们党的人民观。

统战教研部钟金意认为，青
年习近平是一个具有高度“人民
情怀”的人，他将为人民大众谋福
利作为自己毕生的理想和人生抱
负。他在那段艰苦岁月里，不仅仅
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农民”和
农民兄弟打成一片，还真正将农
民当作“吾师”，与人民群众建立
了真感情。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一
直关注着农业、农村和农民，一直
关注着贫困地区，一直关注着梁
家河的乡亲，多次深入贫困地区
和革命老区视察调研，从中我们
能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习总书记提
出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然性。

学报编辑部徐慧枫说，习近
平的知青岁月，对当代青年的成
长成才富有教育和启迪意义。习
近平总书记从青年时代就深刻地
认识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的重要性，身体力行地践行着
自己对党、对人民的承诺。作为学
报编辑部工作人员，应该将“群
众”放在心中，把“学术研究”与

“群众需求”有机结合起来，让党
的创新理论成果真正惠及大众。

“在困境中实现精神升华”

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困境，

有的人在困境中消沉，向命运低
头认输，有的人在困境中崛起，
最终走出一条康庄大道。青年习
近平显然选择了后者，在七年的
知青岁月里，他用实际行动勇闯

“四关”，最终收获了梁家河群众
的信任感，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
宝贵财富。

哲学教研部王剑锋说，在那
段艰苦的知青岁月里，青年习近
平的胸怀和气魄，值得我们每一
个人学习。不管环境多困苦，他
始终乐观面对，在他的身上甚至
找不到困难岁月留下的伤痕。相
反，那些艰难困苦反而成为他迅
速成长的养料，为他今日的治国
理政打下了坚实基础。

经济学教研部顾锋娟认为，
虽然现在的物质条件与过去相比
已经改善很多，但我们在生活工
作中依然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
在科研中遇到瓶颈，进度受到影
响；在调研过程中无法取得理
想数据等。读青年习近平的心
路历程，深深感动于他在困境
中对信念的坚守、对知识的渴
望和对人民的敬畏。作为一名
党 校 人 ， 理 当 肩 负 历 史 使 命 ，
站在时代潮头，发出党校人的声
音，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
建言献策。

“敢说敢作敢当”

在梁家河的那段日子里，青
年习近平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
困难，鲁迅曾说“必须敢于正
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
作 ， 敢 当 ”。 正 是 在 这 段 岁 月
里，青年习近平深刻感受到这片
土地所遭受的苦难与困惑，了解
了人民群众生活困苦的根源，才
在心中播下了“让人民过上更好

生活”的种子，在未来的日子
里，始终激励着他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

公共管理教研部胡楠认为，
从青年习近平身上，能强烈感受
到高度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在知青岁月里，他摆正自己的位
置，真心实意地当“黄土地的儿
子”，一直以极度负责的态度做
好每项工作。担任村书记，他言
必行、行必果，带领大家一起打
淤地坝，建沼气池、办磨坊，建
打铁社、缝纫社、代销点等，找
到了一条贫困地区利用本地资源
发展经济的路子，对当前国家实
施精准扶贫战略有很强的指导意
义。

办公室路宝虎感触最深的一
点是，青年习近平极强的主观能
动性。如今的青少年，十五六岁
仍在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而
十五六岁的习近平，响应党中央
号召，去农村这片广阔天地寻找
自己青春的答案。在农村生活
时，特别是在家庭遭受不公正的
极大压力下，青年习近平没有放
弃自己，放弃对党、对国家的希
望，为这片土地、这方百姓许下
一个个坚定目标，尽自己最大努
力带领大家去实现。作为党校
人，我们理当严格要求自己，让

“党校人姓党”成为永恒的精神
追求。

组织人事处厉钟灵说，非常
认同书中“陕北七年，他是真的
不容易也是真的不简单”这个观
点。青年习近平离开北京前往陕
北这七年里，从一个城市青年变
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思
想、眼界在这七年里迅速成长，
他的才干、能力得到了当地群众
认可。当他结束七年知情岁月重
返校园时，全村老少依依不舍为

他送行的场景让人动容。这种与
人民的深情厚谊，值得我们所有
人思考，是什么让他和人民紧紧
地联系在一起？是他在这片土地
上挥洒的汗水，更是他对这片土
地、对这里人民的爱！

“从未放弃读书和思考”

1969 年 1 月，青年习近平带
着满满一箱书，开始了自己的知
情生活。在接下来的日子，只要
一有时间，他就如饥似渴地学
习，从 《中国通史简编》 到 《静
静的顿河》，从 《共产党宣言》
到 《毛泽东选集》，他把从书本
上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再用从
实践中得到的知识去修正书本上
的结论，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理论体系。

财务处叶雨说道，青年习近
平的知青岁月可以用“志、学、
干”三个字来概括。周恩来总理
曾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青年习近平则是“为中华之富强
而读书”。建沼气池，他是门外汉，
但他毫不气馁，拿起书本学习沼
气原理，不远千里赶往四川绵阳
实地考察，把自己变成了专家。沼
气池办成了，周围的村庄蜂拥而
至学习取经，他又倾囊相授，帮助
大家共同解决农村的用火问题。

社会学教研部徐红映认为，
青年习近平视读书如吃饭、饮水
一样必不可少，无论是怎样的环
境，他都坚持读书，读书成了他
生活的重要内容。党校是培养干
部的“熔炉”，作为党校人，肩
上有着更重的责任与担当，必须
学得更多，思考得更深，才能站
得更高，看得更远，培养出更多
人民需要的专业性人才。

（厉钟灵 整理）

寻找红色青春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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