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
稿
邮
箱nbwbplpl@ 163 .com

2018年8月2日 星期四
责编/叶飞 朱忠诚

美编/徐哨 照排/汪金莲

2018年8月2日 星期四
责编/叶飞 朱忠诚

美编/徐哨 照排/汪金莲
时评时评 A04

街谈巷议

三江热议

“山寨组织再曝光”
之前的清理了吗？
胡建兵

日前，民政部公布了新一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这也是今
年2月以来公布的第六批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此次公布的涉嫌非法
社会组织名单包括一带一路艺术教育联盟、国家退役军人发展基金
工作委员会、中华国际小儿推拿协会、中华糖尿病医学会、全国中小
学教育研究学会等30家。 8月1日央视网

这些组织多数以“国家”“中华”“全国”等开头，经常以组织名义
针对社会热点进行盈利性活动，但并未经过登记。今年2月6日以
来，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已陆续公布5批次共315家涉嫌非法社会
组织名单，加上这一次公布的30家，总共已有345家非法社会组织被
曝光。但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只有6个组织被取缔，11个组
织表明解散或被予劝散。人们不得不要问，既然这些非法社会组织
并未经过登记，而且经常以组织名义针对社会热点进行盈利性活
动，已认定其为非法社会组织，而且已对外公布，为何不立即取缔？
为何不对他们之前非法获取的财产等进行没收和罚款，并追究有关
人员的民事和刑事责任？

这些非法社会组织以圈钱敛财为目的，冠以“国字头”“国字号”
等招牌招摇撞骗，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组
织的公信力。如果不对这些非法社会组织处于重罚，不追究他们的
民事和刑事责任，只公布名单，没有实质意义。早在2015年，民政部
就依法加大对全国性社会组织违法行为和非法社会组织的查处力
度，2017年就一次性向全社会公布了200多家非法社会组织名单，但
一直没有压制住这些非法社会组织不断出现的势头。

实际上，这些非法社会组织没有登记注册就已违反了我国的有
关法律，而且他们以社会组织的名义进行非法敛财，实际上已涉嫌
诈骗罪，有关部门完全可以依法对他们进行惩处。即使这其中有一
些社会组织是在境外登记注册的，也完全可以依照《境外非政府组
织管理法》对其进行约束。

总之，这些非法社会组织非法从事各种活动，非法敛财，已触犯
了我国的法律。要让非法社会组织不再出现，关键是要看有关部门
是否真的出手对这些非法组织进行打击，是不是动真碰硬。如果只
向社会公布一下这些非法社会组织的名称，即使这些非法社会组织
被公众识破，其完全可以换一个名称再来糊弄人。

近日，陕西榆林绥德县中角镇延家沟村选举村委会班子时，持精
神病三级残疾证的延鹏飞被列为候选人，并当选村委会主任。对此，
镇政府称，其残疾证不知如何办理的，但选举前调查过，延鹏飞事实
上是正常的。延鹏飞称，自己几年来一直领取着残疾人补助，但实际
上他并不是精神病患者，并不影响选举。1日，记者了解到，绥德县
纪委等部门启动调查。 8月1日《华商报》

有一种尴尬叫进退维谷，向前向后都走不通，延家沟村村委选举
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精神病患者”当选村主任，简直是笑话，当然
无法服众；若候选人事实上正常、残疾证有假，则涉嫌骗取残疾人补
贴，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理应被追责。

无论是村委会选举的公平性问题，还是候选人骗取补贴问题，都
该好好查查，给村民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令人瞠目的是，延鹏飞一
方面坚持自己并非精神病患者，不影响选举，另一方面又坦承自己几
年来一直领取残疾人补助。无论真相如何，单从延鹏飞的角度来看，
他显然没把骗取残疾人补贴问题当回事。法纪意识如此淡薄，当了
村主任能让人放心吗？

不只当事候选人没把骗取补贴当回事，中角镇相关负责人也没
将其当回事。该镇党委副书记表示，候选人残疾证如何办理的他不
清楚，也不是他的管辖范围，但调查证实候选人没有精神病史。没有
精神病却持有精神病三级残疾证并长期领取补贴，这明显是违纪违
法，该镇党委副书记竟然熟视无睹。

为了证明村委会选举的公平性与合理性，候选人和镇政府均毫
不避讳“正常人持证领取残疾人补贴”，令人愕然。

另一方面，对骗取残疾人补贴一事，当事人堂而皇之，镇党委副
书记熟视无睹，这不禁让人追问：当地还有多少“正常人”在持证领取
残疾人补贴？相关部门在残疾证办理上是否有失职渎职之处？

事实上，村干部假冒残疾人领取补贴并非个案，陕西铜川市去年
通报三起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其中就包
括一村委会副主任骗取残疾人补贴问题。“精神病患者”当选村主任
事件就是一封举报信，相关部门理应花大力气重塑基层政治生态。

海外游学
别因焦虑而盲目跟风
张立美

这几天，杭州的孙女士一直心怀忐忑，因为在某民办小学
读六年级的儿子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游学活动，要在英国待两
周。儿子从小到大，这是第一回离开她身边，也是第一次出
国。往年寒暑假，她都是陪儿子在国内旅游，今年改了主意，因
为“我是被逼急了，现在才知道，儿子小学6年，全班竟然只有他
一个人没出过国”。 8月1日《钱江晚报》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管是国内游学，还是海外游学，
无疑都是在“行万里路”，也是一种学习。游学有利于拓宽一个
人的视野、见识和阅历，有助于一个人的成长、成才，具有积极
意义。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教育主管部门出台政策扶持学生
游学，广大学校和家长也不惜耗费巨资，积极组织、安排孩子参
与游学。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参与国际游学的学生
规模达86万人次，市场规模超过200亿元，2018年参与国际游
学的用户预计将达105万人次，市场规模或将达到300亿元。

但是，家长看到别人的孩子去海外游学后，不顾家庭的经
济能力和孩子的实际需要，盲目跟风送孩子去海外游学，这并
不是真正的游学，甚至还有可能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家长因焦虑心理而让孩子参加海外游学，说得好听点这叫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说得难听点，这其实是一种攀比行
为，是在鼓励和纵容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进行攀比，很容易滋
生和助长孩子的攀比心理。

实际上，在互联网时代和媒体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秀才
不出门，全知天下事”早已经成为现实，海外游学并非是了解海
外情况的唯一途径。更何况，眼下不少海外游学活动，其实是
通过旅行社安排的，是打着游学旗号的旅游，与真实意义上的
游学相去甚远，也达不到游学效果。

另一方面，海外游学诚然很有必要，但不必急在一时，有条
件的小学可以去，没条件的，等到读中学、大学时再去也不晚。
而且孩子越大就越会拥有更多的独立认知能力，在游学中能学
到更多的知识，提升自己，而不只是走马观花。

总之，让孩子海外游学，家长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在焦虑
的心态下盲目跟风，更不能为了攀比而海外游学。

图说世相

提前上班 不算工伤
家住江苏南通的男子王某，工作时间从早上6点开始，但他每天5

点就到公司上班。近期，王某出门时发生车祸。公司却认为其违反公
司制度提前上班，不应该认定为工伤。当地人社局调查取证后，裁定
为工伤，并下发《工伤认定决定书》。

8月1日《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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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者”当选村主任
尴尬了谁
陈广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