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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态度
有温度
有力度

竟有此事

如何彻底斩断
性侵恶魔的黑手

7月6日，四川宜宾高县某中学15岁初二
女生不幸遇害，珙县巡场镇人陈某奎有重大作
案嫌疑，经讯问，陈某奎交代其将肖某杀害的
犯罪事实。记者从多个信源获悉，嫌疑人此前
已犯下两起强奸案，并致一人死亡，但狱中获
四次减刑，半年前才出狱。（7月7日红星新闻）

近一段时间，性侵害未成年人、猥亵儿童
的事件时有发生，这让很多家有儿童的父母
无不心惊胆战，倍加警惕。性侵害儿童行为给
被害人及其家人带来的损害和社会危害性无
需赘述。但遗憾的是，目前的法律体系尚无法
足以惩戒性侵恶魔并斩断其罪恶之手。因而，
非常有必要密织法网，强化打击力度，彻底斩
断这一罪恶黑手。

此事件所折射的关键问题在于，由于法
律体系的保守和不健全，对性侵害等恶性犯
罪的惩戒和限制尚不严厉，以致于此类罪犯
未能真诚地认罪悔罪，反而屡教不改，继续祸
害他人。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对类似案件的公开
报道和研究均证明，性侵儿童者再犯率为各
类罪犯之首。可见，这些性侵前科人员对防范
能力较差，自我保护意识较弱的儿童的威胁
极大。不能轻易对其减刑、假释，以免这些恶
魔再次侵害他人。要知道，在特别强调人权保
护的一些国家，对此类犯罪者的限制却更加
严格，如美国的“梅根案”“安博警戒”系统，韩
国的“熔炉法”，其中一些规定近乎苛刻。如规
定此类罪犯不得假释、缓刑，刑满释放后要配
备可以跟踪、监控的电子脚镣，并公开相关信
息，甚至对其进行化学阉割。两相对比，更凸
显出我国对性侵害犯罪的惩戒和限制非常宽
松，甚至有些放纵。

未成年人权益最大化是现代文明国家的
通例，让未成年人远离侵害是全社会的责任，
凡是能够有效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创新都值
得探索并推行。具体而言，理当革新法律体
系，对性侵害罪犯设置更严苛的减刑、假释门
槛，经评估，危险性未消失的，不得减刑假释。
同时向社会公开此类人员名单，对其实施就
业限制；并可对其定位监控，一旦接近学校等
儿童经常活动地方就发出警报或向家长、老
师发送预警；甚至有必要对再犯概率较大者
予以化学阉割。这样方能密织网络，彻底斩断
性侵害恶魔伸向无辜者的黑手。 史洪举

法院来信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谢俐近
日表示，教育部高度重视家政服务人才的培养培
训，将重点做好完善专业结构，扩大培养规模工作。
引导和鼓励院校加强人才培养。每个省份原则上至
少有一所本科高校和若干所职业院校开设家政服
务相关专业。（7月7日中新社）

有网友说，“读个初中就能干的活儿，现在本科
毕业也干这个，这不是倒退吗？”的确，在很多人看
来，家政服务工作不高级也不体面，既不需要专业
知识也没有学历门槛。一直以来，大量进城务工人
员在简单培训之后就匆匆上岗，整体表现也算差强
人意。并且，随着近年来市场行情的一路水涨船高，
这一群体可谓赚得盆满钵满。但，这同样未能改变
公众的根本性“偏见”。

人们对“本科开家政专业”有意见，并非全无道

理。首先，这有悖于“教育分层”的功能定位，家政服
务一般都被归入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的定位天然
就格格不入；此外，一个本科生去学家政，貌似也有

“浪费人才”之嫌，毕竟这并不是需要太多智力优势
和学科知识的服务性行业……然而，这种种“见解”
终究只是旁观者的“外部视角”，有关学生自己到底
是怎么想的，或许完全就是另一回事了。

必须承认的是，最近几年，家政服务行业实在
是“太赚了”，这大大刺激了公众的神经。可观预期
收入所带来的经济激励，让“优质人才”进入这个行
业，具备了可能性。本科生学习家政服务专业，继而
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这并不是什么“降维竞争”，而
只是对既有资源错置现象的一种修正而已。我们知
道，在一线大城市，所谓“双语保姆”奇货可居动辄
开出天价，而“会外语”对很多大学生而言，不过是
标配。

一边眼红，一边瞧不上，这并不是健康的心态。
大学生想获得更好的职业回报，完全可以选择一条
差异化的、务实的道路。本科生在一般的职场只是

“芸芸众生”，但在家政服务领域却如“凤毛麟角”，
其在后一种场景下所获得的超额回报，也许足可以
平复心理上“掉份儿”的失落感。事实上，就全社会
家政服务的现代化、专业化升级而言，也需要越来
越多优秀的大学生参与。“家政”还真不只是经验主
义的、劳心劳力的体力活，大学生们完全可以发挥
比较优势，有一番作为。

可以预见的是，本科高校开设家政专业，势必
还是会与职业院校有所区别。这既是适应学生特点
的必然选择，也是对接细分市场的正确策略。家政
行业期待着更高素质的人才，高校给有志于此的学
生提供一个实现价值、兑现价值的机会，没什么不
好！ 然玉

不吐不快

当地时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
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
通过决议，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
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
数达55处，位居世界第一。（7月7日《现代金报》）

从 1987 年中国长城、北京故宫等被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算起，至今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申遗”之路已经走过32年。
32年后的今天，中国已拥有世界遗产55项，世界遗
产总数位居世界第一位。但有个现实情况，一些地
方世界文化遗产，特别是著名景区，在申遗成功
后，陷入了“重创收、轻保护”的怪圈。

申遗，是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
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是珍贵的，不可
复制的，它代表了许多国家、民族、城乡、文化的历
史，需要特别予以精心呵护。例如法国，100多年来
形成了一整套比较科学、完善的法规体系，对文化
遗产的保护得以有法可依，依法进行。如巴黎的第

一个保护区马雷街区，在对建筑进行登录时，就分
为文物级和历史名录级，而对于较高级别的文物
级，政府要求业主与其之间遵守特定的协议，且在
维护补贴、税收等方面也与历史名录级享受不同
优惠政策。这与我国部分地方政府竭泽而渔式的
商业开发与民众参与度匮乏形成强烈反差。

世界第一大“世界遗产国”既要重数量更要重
质量，这个第一，应该成为对世界遗产文化的保护
与传承的最佳契机，传承、呵护世界文化遗产必须
量质齐升。牢记“申遗是为更好地保护”的初衷，全
面提升保护意识和传承水平，建立健全“入遗”项
目保护传承制度，使保护世界遗产文化理念内化
于心外践于行。世界遗产文化，看数量更要重质
量。战胜滚滚利欲，守护好高质量的世界遗产文
化，才无愧于第一大“世界遗产国”这个称号，为此
各方都义不容辞，政府长远深厚的保护责任、公民
对自然生态与优秀文化的敬畏与捍卫，社会各界
坚持不懈的初心与努力，一个都不能少。

斯涵涵

“世遗”总数第一，保护传承也需第一

今日金评

本科高校开家政专业，不是“掉份儿”是双赢

6月26日，南京警方接到79岁田老人的求助
电话，他被101岁的母亲骂了好几天。101岁的黄
奶奶平时读书看报，看到高空抛物新闻后，联想到
自家破旧的雨棚，担心不牢靠会砸伤行人，便着急
喊儿子田先生拆掉。然而田先生也已79岁，找了
两天没找到拆卸师傅，被母亲批评的他无奈报警。
（7月7日《金陵晚报》）

在儿子看来，母亲是不近人情的，自己都79岁
了母亲还是“张口就骂”，而且自己不是不按母亲
想法去做，而是自己也无能无力。他认为：母亲不

应该为小事情“天天骂自己”。于是，也就有了“报
警求助警方的诉求”。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家庭纠纷”，却出现了意
想不到的结果：人们开始关注这起“家庭纠纷”，开
始反思谁对谁错。结果，网友们一致意见是“骂人
的奶奶”是个好奶奶。

都 101 岁了还没有改掉“骂儿子的习惯”，这
位老奶奶脾气也够暴躁的。然而，更应该看到的
是“骂人奶奶”背后的那种社会担当。最近，关于
高空抛物导致行人受伤、死亡的新闻出现了好几
起。老奶奶担心自己家雨棚不牢靠，就逼着儿子
拆除，确保他人的安全。这就是一种社会责任。假
如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老奶奶有这样的社会担
当，试想是不是就能减少不必要的安全隐患？其
实，这样的社会担当不仅对他人有好处，对自己
何尝不是呢？

在民间有句话叫“子不教父之过”。老奶奶之
所以“谩骂自己的儿子”，是因为她要教育自己的
儿子，让自己的儿子也多些社会担当，让自己的儿
子也关注安全隐患。她要用“谩骂儿子”的方式，逼
迫儿子守住底线。其实，我们更应该为“骂人的奶
奶”叫好。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承担着“教育子女”
的责任。但事实上，社会上有不少“有人生无人管”
的孩子，这些孩子犯了错误，何尝不是父母的责任
没有履行到位？孩子的错，有的时候其实是为人父
母者造成的。

子不教父之过，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所以在社
会生活中，我们不能少了“101岁还骂人的奶奶”。

郝冬梅

“骂人的奶奶”骂出的是社会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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