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学骗局”
要“识破”
更要“撕破”

“我想仔细观看一件文物细
节，旁边钻过来好几个小孩，一
个大人在旁边解说。大人一说
话，几个小孩就跳着搭腔，脑子
都要炸了。”上周末，前往上海博
物馆观看展览的市民何先生正
好遇上带着孩子结伴观展的家
庭，将这段经历发在社交媒体
上，引发争议。不少人与何先生
感受相同，认为低龄孩子并不适
合需要观看门槛的博物馆展览，
甚至有人建议博物馆“14 岁以
下免进”；但也有人认为孩子不
可能像大人一样控制言行，“只
要没有损害展品的过分举动，应
适当容忍”。

8月23日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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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宠物之爱”
到“宠物文明”

以前养狗、养猫多在农村，
而现在城市养动物已经很普遍
了。进一步提倡宠物文明，成为
了日常民生无法回避的一个现
实问题。

现代化大都市有着极大的包
容性，如事先履行了法定审批、检
疫等手续，养宠物也是被允许
的。但是养好宠物也是一门学
问，有它的规律和技巧，有些人只
是源于好奇或者一时兴起，没有
做好准备就匆忙上马，也是对自
己、他人和动物的不负责任。因
为，任何涉及与人交往的，特别是
个人权利可能影响他人的，都有
一个文明礼仪的问题。

有些动物通人性，甚至某
些方面貌似比有些人还乖巧可
爱，但动物毕竟是动物，有的随
地排泄，有的毁坏绿化，有的对
人狂吠，尤其是天热动物关久
了心烦气躁，此时主人就有管
理好的责任。

还有些人，遛狗不栓狗绳。
有人吐槽，他们则会辩解称自家
狗聪明不会惹事，却丝毫不提这
种行为，对他人有影响，甚至是种
安全隐患。

文明只在人与人之间，不能
要求人与动物讲礼仪，更加不能
因为自家宠物影响了他人，反过
来指责对方有责任。

养宠物的问题还不止此，有
时宠物也让人惹上大麻烦。比
如狗与狗之间的缘份，有的见之
欢喜，而有的则视同冤家，一言
不合就掐，导致一方受伤甚至把
对方主人咬伤的，并不罕见。更
加严重的，从狗与狗打破头，发
展到了狗主人之间打破头，由此
上升到民事纠纷甚至刑事案件
的，也是时有所闻。文明礼仪如
果越过了界限，那就由法律法律
来兜底了。

也许有人认为，太多的条条
框框就消耗了宠养的乐趣。但社
会责任就是这样，不会因为个人
追求的乐趣，而减少个人应尽的
义务。爱是人类的天性，对宠物
的爱也是爱，宠物之爱首先要遵
守法规，2020年6月施行的《宁波
市养犬管理条例》就是文明养犬
的方圆规矩；其次需要正确的目
标方式引导，如同家庭的文化素
养教育，宠物的表现实际反映的
是主人的综合素养。道理简单，
日常要做好并不容易。

为此，养宠物请先做好准备，
在付出宠爱的同时，不要忘记，还
有对他人合法权益的尊重。文明
基础上的爱才是完整，这样我们
的人际关系才会更加友好和谐，
生活才会更加丰富多彩。人与宠
物一起，成为都市中更加亮丽的
流动风景。

丁力军

投资百万种千亩南瓜被
老人组团偷窃，自己反遭威胁
和道德绑架，当地有关部门介
入后，偷瓜的老人仍不收敛，
甚至将地里的南瓜砍烂。这
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武
汉市新洲区的余女士身上。

8月24日极目新闻

一个南瓜可能值不了几
个钱，但是如果有几个人、十
几个人天天去你的地里偷南
瓜，甚至是用麻袋背，用板车
拉，换了谁，谁都受不了。更
何况，种南瓜的人还是一位依
靠从银行贷款在当地承包土
地进行创业的年轻人。然而
面对这种明目张胆地偷窃，南
瓜的主人似乎束手无策，一方
面因为田地太大，无法完全围
起来，防止有人进入；另一方
面，面对这些高龄老人，即便
你抓了对方现行，对方也抵赖
到底，甚至以死相威胁。

这样的事情，显然不应
该发生，也与我们屡屡强调
的依法治国的理念背道而
驰，因为在这些高龄偷瓜者
的眼里，似乎根本就没有法
律的存在，侵害他人的财物，
似乎并不是一种违法的行
为。年龄大，体弱多病，成了
这些偷瓜老人的“免罪金
牌”。鲁迅在他的名篇《孔乙
己》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著
名的梗：读书人偷书不算
偷。在这里套用一下，难道
老人偷瓜，就不算偷吗？

从法律角度来看，对高
龄老人确实有保护性条款。

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
十一条，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人年龄达七十周岁以上，依照
该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
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但
是同时还规定，如果盗窃价值
2000元以上或者二年内盗窃
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
次盗窃”，多次盗窃不论总金
额，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
条的规定，一样可以构成盗窃
罪，追究刑事责任。

与此同时，这些自恃高
龄就为老不尊的老人，还需要
明白的是，即便对于高龄老人
犯罪，司法机关很可能不予起
诉或者是判刑，但是他们的犯
罪行为还是会留下案底，进而
影响其儿子、孙子参军、公
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
些老人的亲朋好友，晚辈子
女，也要加强对这些老人的教
育和引导，别让他们去干偷人
家南瓜、侵害人家财产的糊涂
事，万一到时候真的影响到
谁，就因小失大了。

这件事通过媒体曝光、
网友关注以后，已经闹得沸
沸扬扬，对当地政府、百姓的
形象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
响。所以我们也希望当地公
安部门，能够依法办事，尽快
制止这些老人偷南瓜，损害
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这些
老人的违法行径，不但损害
了当地的形象，给地方政府
和百姓脸上抹黑，而且也严
重挫伤了返乡创业者的积极
性，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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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老人偷瓜
就不算偷吗

这是一起典型的“套取信息”
实施诈骗的案例。尽管蒋女士的
损失并不算大，可是这种“开学骗
局”造成的危害是不可小觑的。
随着暑假的即将结束，各地将迎
来开学季，“开学骗局”也随之而
来。综合来看，涉及开学之类的
诈骗、骗局有众多的方式手段：其
一，打着发放助学资金的名义，实
施诈骗的，不法人员已经调查清
楚了学生家长的经济情况，将黑
手伸向家庭经济不好的学生；其
二，以学校的名义索要家长和学
生的个人信息，将个人信息倒卖
给不法人员，以用于精准诈骗；其

三，不法人员告诉学生家长，录取
通知书发现了一些问题，需要进
一步核实信息，引导家长注册一
些网络号码，扫描一些微信二维
码，通过技术手段窃取资金；其
四，一些变种的“学生贷”“培训
贷”“助学贷”盯着学生及其家长，
实际上是违法的高利贷。

“开学骗局”兴风作浪，我们
应该做些什么呢？

一个方面是，要锤炼“火眼金
睛”。有关部门不妨多组织家长
参与防骗知识的学习。指导家长
和学生妥善保护个人信息，非必
要勿泄露；添加社交软件时一定

要谨慎，不在网上谈及个人隐私
信息，不进行资金往来；不明链
接、二维码不要随意点击或识
别。说到底，家长和学生要有“识
破骗局”的能力。

一个方面是，要重拳“斩妖除
魔”。对于警方而言，要在“开学骗
局”多发时期，组织精干警力开展打
击活动，要畅通举报渠道，要缩短
处警时间，要提升打击标准，一句话
就是法律打击要跑赢骗子。要用
所有的法律手段“撕破”骗局，不给
骗子留下任何生存的空间。

“开学骗局”，要“识破”更要
“撕破”！ 郭元鹏

近日，家住宁波市海曙区的蒋女士被
大学录取通知书背后的“诈弹”给“轰炸”
了。8月23日下午，海曙公安就此发布
安全提醒：开学在即，要防范“开学骗局”，
切莫不知不觉落入骗局之中。

8月24日《宁波晚报》

莫把“熊孩子”
挡在博物馆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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