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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月2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刚刚过去的
寒假中，无数家庭为假期里孩子的去处操碎了心，对
于那些孩子尚幼的家庭来说更是如此。假期这个

“悲喜交加”的存在，让孩子欢天喜地、家长满腹愁
肠，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与孩子充裕的假期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使得托管这块“刚需”的蛋糕越来越大，但
近年来家长们对托管班的抱怨也层出不穷。许多家
长对托管班的体会是省不了钱，也放不下心。

假期是孩子意外伤害的高发期，于是，为孩子找
假期托管班也就成为不少家庭无奈的选择。但对城
市家庭的父母来说，要找到安全放心又能学点东西、
距离别太远又要时间合适的托管班，真是比登天还
难。相对于其他因素，托管费用倒成了许多家庭的
次要选项：对于一些‘白菜价’的托管班，许多家庭还
真的不敢选——要么条件确实差强人意；要么是先
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把所有的费用都加上之后，

“白菜价”可能已经涨到了“苹果价”。
于是，各种高价托管班名额动辄被“秒杀”。尽

管对多数家庭来说，这笔“额外”支出是一项不小的
负担，但与孩子的安全或者牵肠挂肚的感觉相比，这
毕竟更能承受。

但问题是，心仪的托管班有钱也未必进得了；就
算进去了，也未必买来真正的安心和放心。《中国青
年报》提到，一位送孩子进每天600多元的围棋托管
班的母亲，发现5岁的儿子连续两天带着“轻伤”回

家，原来是与其他孩子发生过肢体冲突，但老师从来
没有向她反映过这些问题。而一位曾经在托管班当
过老师的人这样说：“这种假期托管，孩子通常就待
一个假期，我们最大的任务就是保证整个托管班‘平
安无事’，当然也包括不能让家长惹事，所以会尽可
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然而，面对强烈的假期托管“刚需”、众多问题丛
生的“野生”托管，以及每年因为缺乏照看而遭遇意
外的孩子，多数地方的教育部门仍然缺乏作为。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多年前就呼吁：应该
由中小学来兴办托管班。且应该成为孩子假期托管
的“主渠道”。寒暑假中学校的教室资源基本上是闲
置的，如果教育主管部门能把场地和教师资源进行
整合，再引入校外的机构，设计符合孩子兴趣的课
程，让家长就近选择，既可以减轻家长的负担，也不
用再担心孩子安全问题。

目前，上海、广州、南京已经明确宣布可以政府
出钱、财政拨款来解决小学托管的问题，这样的做法
也完全可以复制到假期中。费用可以由政府买单或
采用平价收取两种模式，只要管住学校可能借托管
班乱收费或增加学生负担的问题就行。就算我们缺
乏中小学办托管的经验，就算国际上缺乏这种由学
校来办假期托管的做法，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认真
探索、逐步推广这种群众需求迫切且利国利民的“中
国特色”或“地方模式”呢？

仅仅因为抓了百余只癞蛤蟆，便被警方刑事拘
留，而且将面临判刑，这样的结果，恐怕除了当事人
陈某“不服气”，许多人也想不通。当然，更会让一些
抓过癞蛤蟆的“野食家”们惊出一身冷汗。然而，必
须厘清的是，陈某因抓癞蛤蟆被刑拘，并非是当地公
安部门执法无度，而是因为其触犯了相关法律。

虽然癞蛤蟆未被列入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名录，
但却进入了“三有动物”名录。所谓“三有动物”，是
指有益的、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有科学研究价值的野
生动物，包括麻雀、青蛙、壁虎、蟾蜍、野鸡、野兔和各
种蛇类等共计1700多种。而“三有动物”，同样受到
法律保护。我国刑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私自捕捉20
只（条）以上的“三有动物”就构成犯罪，捕捉50只以
上就属于重大刑事案件。陈某非法猎捕114只癞蛤
蟆，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狩猎罪。

可见，尽管陈某目前是我国因抓癞蛤蟆被定罪
的“第一人”，但一些与其有着相同经历的“猎手”，也
不能心存侥幸心理。如果不以此为鉴，仍铤而走险
去捕猎“三有动物”，将会成为以身试法“后来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包括陈某在内，不是他们知法
犯法，而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三有动物”，更不
知道“抓癞蛤蟆也犯法”。换言之，正因为汪某不知
法、不懂法，才会违法狩猎。从本案可以看出，整个
社会对野生动物保护尚未形成概念，公民的法制观
念和法律意识比较薄弱，特别是对《野生动物保护
法》的认知度，还有待于提高，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因此，陈某抓癞蛤蟆被刑拘，是一堂普法课。首
先，有关部门应以“六五普法”为契机，不仅宣传《野
生动物保护法》，而且要主动宣传；让社会认识到保
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猎杀国家保护
动物和“三有动物”，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
时，社会舆论要更多地承担起宣传和监督的作用，通
过有关部门和媒体的宣传，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野生
动物的价值，知道这些野生动物对于保护自然和生
态平衡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那些因为一己私利
猎杀野生动物的违法者，应加大打击力度，让全社会
充分认识到猎杀野生动物犯罪行为的严重性。

假期孩子托管亟需“主渠道”
胡晓新

“影院装监控”需有制度规范
网友“草图君”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小消息，没

想到，三天时间引来了10万余条网友的留言。
而其中最让大家心惊肉跳的是来自一位网友的
爆料，大意是小情侣别在看电影的时候太亲热，
因为“后面放映员和监控都看得到”！19日，记
者就此事跟杭州几家院线的老总求证在影厅里
装红外线监控这件事，确认是真的。

2月20日《都市快报》
首先必须承认，影院属于公共娱乐场所，不

是私人空间，既然是公共空间，就必须以维护公
共利益和公共安全为前提，所谓的隐私权，就应
该为公共安全、观众的人身财产安全、社会治安
让路。从这种意义上讲，在影院装监控，利大于
弊。一方面，可以倒逼影院提升服务质量，维护
观众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影院内的
情况有据可查；其三，可以震慑犯罪，提高安全系
数。

然而，即使观众在影院无隐私可言，影院也
不能秘密安装监控，行“偷拍”之实。比如，观众有
知情权，影院安监控处应有明确提示。特别是，
监控后台的数据储存和处理，必须有严格的程序
和制度，不是谁都可以调看、谁都可以用的，更不
能公开传播；否则，泄密的人，必须承担相应责任。

可见，在影院等公共场所装监控，需有制度
规范。首先，公共场所的建设者和管理者是否可
以安装摄像头，其对于其安装的摄像头应承担何
种法律责任，相关法律应该予以明确。通过完善
的规则制度，来实现公共场所中个人隐私的保
护。同时，监控设备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对公共
场所中的个人信息有保管、处置的权利，但这种
保管、处置的权利要以其内容不影响和侵犯他人
权利为前提。 汪昌莲

相信良心是无以退却的道德底线

2月17日，88岁的浙江老太邱秀香一个不
小心跌进了河里。紧急关头，一位男子迅速脱去
外衣，跳进温度接近冰点的水里救起了老太。守
在岸边的一对夫妇对老人进行了胸部按压急救，
因为救助及时，老人最终得救了。“社会上很多人
怕救人，尤其是怕救老人。当时我们也犹豫过，
但后来还是积极施救了，我相信围观者的眼睛和
良心，也相信妻子的专业知识。”薛国俊说。

2月20日《北京晨报》
按理说，这本属正常社会下一件稀松平常之

事，但凡有良知者都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然
而道德与良知离不开呵护与保护，让其更好的植
根于人心，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民间见义勇为
并不缺乏基础，并具有极好的传统，不过社会变迁
与价值的异化，使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能否在别人陷入绝境之后，自己毫不顾忌地
冲上前去？行为表达的差异，最终取决于“对良
心的坚信程度”——你既需要对别人良心的高度
信任，又要对自己良知的绝对自信。

美好的回忆与展望，逼仄的现实与处境，让
一起平常的救人事件，再次引发一个公共议题的
思考。如何在庸常哲学和价值解构的当下，让公
共道德得到坚守，让每个人都还保有对社会的基
本信任与价值信仰，最浅显最朴素的道德才最值
得推崇。相信良心，是无以退却的道德底线，如
此人人皆可为尧舜，激发人性之善和道德之悲；
反之则人人皆会成桀纣，任由自己内心之恶膨
胀，陷入自利的恶性循环之中。

拷问制度、追溯环境当然重要，此亦是宏大
道德体系和公共治理的题中之义。不过，仅就做
人的标准与操守而言，公共道德与价值伦理又离
不开个体的良知笃信，并力求做到“心中有畏”和

“心中有戒”。在这个已蒙受巨大道德代价的社
会，“我相信良心”不失为震耳发聩的信仰宣言。

堂吉伟德

新华社发

“逮癞蛤蟆被刑拘”
是一堂普法课
张西流

“逮癞蛤蟆也犯法？”杭州淳安农民陈某被警方
抓获时，一脸懵圈。在他看来，这是“小事一桩”，警
方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了。森林警察刚去找他时，陈
某还很镇定地对身边的人说：“没事，抓癞蛤蟆难道
还犯法？”2月19日，杭州淳安县森林公安证实，当
地农民陈某因抓了114只癞蛤蟆遭举报后被抓获，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月20日浙江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