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11 时评/广告
2022年7月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郑晓华 电子信箱：llplb@sina.cn

张 弓

对宁波来说，
今年的 6 月 24 日，
是个特殊的日子。

下 午 3 时 左
右，一场冰雹突袭

市区。不巧，因为买药，此时的我，正
坐在出租车上往药店赶。乒乓球大
小的冰球砸到车顶上，发出可怕的
响声，砸到车窗上，碎成几小块滚落
到马路边……司机小心地握着方向
盘，我一直叮嘱他慢一点慢一点。

好在这阵不祥的冰雹下了 20
分钟左右就停了，但街道上已经一
片狼藉。被打折的行道树枝叶，散
落一地，低洼的路段，水已漫过鞋
面……到了西门口，冰雹总算停
了，到了药店所在的小区，雨小
了，可是路面上全是水。

活了这么久，在冰雹下穿行，
还是头一回。回到家里，静下心
来，不知怎么的，突然想起了教育
家陶行知先生的那句话：“大雨过
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
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
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

陶行知的这句名言，经常出现
在老师的课堂上、文人的“鸡汤”
里，意在提醒人们，任何时候都要
看到光明，满怀希望。可是，我却
联想到了现实社会的舆论现状。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现实的一种
舆论状态，就是“走极端，不相
让”。只要出现一件大新闻事件，
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
的，网上的看法，总是截然相反的
两种。一种是“抬头看天”，看到
的只有“蔚蓝与美丽”；一种是

“低头看地”，看到的只是“淤泥与
绝望”。而且，持两种看法的人激
烈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

明明头顶是一片蓝天，“看地
派”就是视而不见；明明脚下有淤
泥浊水，“看天派”就是死不承认。面
对这样的场面，让我这个有点中庸
的实在人，常常感到不解——这是
怎么了，难道进入新时期，人都进入
了“叛逆期”，一切都要与事实和良
知逆着来？难道一百多年前的那个
时代，认知也是如此分裂，引发陶
行知发出看天看地的感慨？

争论其实不是坏事。通过争
论，达成共识，使我们的认识更符

合事实，更接近真理，是社会前进
所必然的，也是必需的。可是，现
在的有些争论，好像不是这么一回
事。争论双方就像两条并行的铁
轨，永远也不相交，而且方向还是
反着的。

当然，认知的分裂现象，只出
现在一部分人中。大雨过后，除了上
述两种人，其实还存在第三种人
——他们既看天，也看地，既看到淤
泥，也看到蔚蓝。他们既不赞成只
看到天空蔚蓝的人，也不赞成只看
到淤泥满地的人。他们的眼光是全
面的、冷静的，而且能从历史和现
实的比较中，分清蔚蓝与淤泥的分
量与程度，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
这些人有处于高位的，也有生存于
底层的，有的有一定的理论涵养和
实践体验，有的并没读过多少书，
他们对事物的判断，大多来自生活
中产生的直觉。这是一些聪明的
冷静的人。正因为有他们的存在，
社会还不至于因总是各走极端、莫
衷一是而停滞不前。

其实，还有更为可敬的第四种
人。他们不仅看到蔚蓝和淤泥，更难
得的是，他们勤于动手。他们伸出双

手拥抱蓝天，清除淤泥。就在我回所
住小区蹚水前行时，前方一位有点年
纪的清洁女工，弯着腰，两手用力把
窨井盖上的杂草、污泥一点一点地移
到一旁，随即，路面上的积水就顺着
窨井向下水道流去，不一会儿工夫，
那里的水泥路面就渐渐显露了出
来，经过的人再也不用跳着前行。

发展的实践不断证明，好的社
会共识，是历史进步的强大动力。
社会发展不会一帆风顺，个人生活
也总归有风有雨。如何看待风雨，
如何对待风雨过后的现实，是每个
人必然会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
不仅影响自己的眼下与未来，也决
定着社会的前进状态。所以，一场
风雨过后，既看到淤泥，也看到蔚
蓝，既要看，还要干，尤其要少一
些各执一端、争吵不休，多一些包
容和共识。因为，“看天派”与

“看地派”，看起来针锋相对，其实
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之中的大
多数，都热爱这个国家——这是达
成共识的最基本前提。

从这个意义上说，已被某些人
视为“鸡汤”的陶行知名言，仍有
不错的营养价值。

大雨过后，你是哪种人？

易其洋

DMD（（杜氏肌营养不良）是一
种罕见病，一般在儿童期发病，造成
行动不便。

不幸的是，象山县一小学四年级
学生张一，患的就是这种病，别的孩子
轻轻松松地跑跳、行走，对他来说却是
一种奢望。幸运的是，无论是拿午饭，
还是上厕所、交作业，都有同学为他

“跑腿”，而且“一呼百应”。更幸运的
是，按学校传统，四年级学生应该去二
楼教室上课，考虑到张一坐轮椅上下
楼不方便，全年级继续留在一楼。

多年前，读到过湖北宜昌大公桥
小学学生田晋泓的故事：他因车祸高
位截瘫，一直坐轮椅求学。为了照顾
他，同学们主动要求且经学校同意，
班级一直留在一楼，直到小学毕业。

再早，读到过台湾著名历史学者
许倬云幼年时的遭遇：他出生时肌肉
有病症，手脚弯曲，行走得靠双拐。上

中学时，为了照顾他，全班一直在一楼
上课。这让他多年以后仍心存感激。

一个人、一个社会如何对待柔弱
者、残障者，最容易看出其文明程度。
因为一个同学爬不了楼，全班同学、全
年级同学陪他一直留在一楼，虽然失
去了“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却给了弱
者尊严和自信。这就是一种文明。

培养文明的人，塑造文明的社
会，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教
育环境，首先要文明。学生、老师、学
校，都不能以“强者”“教育者”“成功
者”的姿态，打着多数人的旗号，侵犯
弱者的尊严，剥夺少数人的权益。

学校，是既教书又育人的地方。
老师，既要做好“经师”，更要做好

“人师”。学校没有展示和传播赤裸
裸的“丛林法则”，而是用心保护“一
名同学”的尊严。许倬云、田晋泓和
张一，无疑是幸运的。这样的文明教
育，恰如春夜细雨，滋润着学生的心
田，培育着良善的种子。

全年级为一名同学“留在一楼”
是教育的好样子

龙敏飞

得知女儿被猥亵，陕西渭南白
水县 35 岁男子张某甲将猥亵者张
某乙打伤，后者经鉴定为轻伤二
级。白水县检察院认为，张某甲主
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自愿认罪
认罚，且被害人张某乙有严重过
错，综合考虑殴打他人的前因后
果、危害程度等，决定对张某甲不
起诉 （7 月 6 日 《大河报》）。

案例一出，点赞无数，很多人
表示就应该这么判，就应该支持

“这名果断的父亲”。案件从发生到
决定不起诉，历经了一年时间，可
见，当地检察院的决定是谨慎的，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任何一次司法
行为的发生，背后都有多重博弈，
但最终指向只有一点，那就是公
平。

此次案件，非常典型。从性质
上说，这名父亲对猥亵者进行殴
打，并不属于正当防卫，而且在
对 手 毫 无 招 架 之 力 后 ， 还 在 继
续，甚至有拿瓷碗砸头的举动，
造成猥亵者轻伤二级，已涉嫌故

意伤害罪。当地检察院之所以决
定不起诉，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的
相关规定，依照刑法不需要判处
刑 罚 或 者 免 除 刑 罚 的 规 定 作 出
的。

法理不外乎人情。此次案件
之所以被点赞，就是因为其展现了
司 法 温 度 ， 宽 严 相 济 、 治 病 救
人 。 这 名 父 亲 的 行 为 不 值 得 鼓
励，因为很多惩戒措施需要依靠
法律来解决，而不是依靠个人武
力；但他的动机应该被理解和尊
重 ， 因 为 被 侵 害 的 人 是 他 的 孩

子。同时，不能因为猥亵者受伤
了就可以免除其“罪责”。根据刑
法规定，猥亵儿童的处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也就是说，只要实施了
猥亵儿童的行为，就应被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那名被打的男子也
不能例外。

司法机关的决定，不仅厘清了
罪与非罪、法与不法的界线，也释
放出强烈信号，法律不会放过任何
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
人。案件中的猥亵者，咎由自取、
罪有应得；愤怒的父亲行为虽有不
妥，但得到了法律的谅解和保护。
这样的案例，显然具有极高的样本
价值。

打伤猥亵女儿者不被起诉具有样本价值

黄齐超

继“钟薛高 31℃室温下放 1 小
时不化”成为热议话题后，钟薛高雪
糕被火烧后疑似不化再次引发网友
关注。钟薛高相关负责人出面解释，
雪糕表面也有融化，被烧黑的是有
机物碳化（7 月 6 日中国新闻网）。

这个夏天，钟薛高雪糕已两度成
为网络大热话题。这不由得让人想问：
为何公众总是揪住“钟薛高”不放？

“高温不化的雪糕”让食用者心
生恐惧——食用它是安全的吗？无
论什么品牌的雪糕，遇热它该化为
流体。但是，钟薛高雪糕能在 31℃
下不融化、点火居然会冒烟，让人们
不能不质疑：里面究竟藏匿了什么
添加剂？这些添加剂安全吗？

钟薛高雪糕的暴利嫌疑始终未
能消除。一根不大的雪糕，价格高达

数十元，有的居然要一百多元，虽说
可以用消费升级或满足社会多元化
需求为理由，但近几年来，钟薛高产
品的消费者口碑，尤其是网络中的公
开评价并不理想，不断有人声称不是
物有所值，甚至有被敲竹杠的感觉。

钟薛高雪糕抬高了雪糕价格，
影响了行业消费体验。钟薛高雪糕
走高端路线是市场行为，只要明码
标价，就无可厚非。但它高企的价格
产生的示范效应，让雪糕界刮起了

“高价”风，雪糕企业纷纷走高端路
线，价格不断攀升。消费者稍有不
慎，就会买到高价雪糕，遭遇“雪糕
刺客”。炎热夏天，公众的“雪糕自
由”成了奢望，许多人难免有怨气。

“钟薛高”未能获得公众普遍认
可，事出有因。正因如此，才不断有
人站出来“挑刺找茬”。这其实就是
消费者的一种差评。

公众为何揪住“钟薛高”不放？

王立彬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给安徽
省太和县的种粮大户徐淙祥回信时
指出，这些年，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
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举措，就是要
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就是要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
惠，日子越过越好。

进入 7月，夏粮小麦集中上市，
主产区全面进入收购高峰。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截
至目前主产区累计收购小麦2934万
吨，同比增加 462万吨。由于今年小
麦质量明显好于去年，优质优价，新
麦收购均价在每斤 1.55 元左右，同
比高出3毛钱左右。粮食企业采购意
愿较强，积极入市，购销两旺。丰收
又增收，是对种粮农民的最好回报。

“米袋子”党政同责。有关部门

及企业协同联动，严厉查处压级压
价、“打白条”等坑农害农行为，守住
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与此同时，
各地不断优化政策措施，早开门、晚
收秤，应收尽收，为农民售粮提供优
质服务。中储粮、中粮等致力于提高
农户售粮便利性，通过数字化的“互
联网+收购”，利用“惠三农”售粮预
约 App、粮圈儿 App 等，让农民少跑
路、少排队，还备好常用药品、茶水、
休息场所，让农民能够卖放心粮、舒
心粮，值得点赞推广。

老百姓居家过日子，最关心的
就是“米袋子”。夏粮归仓，给人们
吃了定心丸。中国粮食供应是充裕
的，这对稳物价至关重要。种粮农
民有钱挣、得实惠，对确保粮食供
给、市场供应不出问题至关重要，
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将有力应
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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