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追评

漫画：朱慧卿

近日，两则舆情通报引发广泛关注。一是，针
对河南鹤壁淇县一瓜农哭诉“拽倒偷瓜贼倒赔300
元”一事；二是，针对发生在河南信阳固始县的“货
车侧翻村民搬空33吨井盖”一事。

两起热点事件都发生在河南农村，但要警惕
地域歧视，就事论事，分析共性问题并寻求破解之
道，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讨论。

对比不难发现，两起事件有不少共同点，最大
共同点就是在事件引发关注之后，警方态度发生
了改变。从法治角度讲，无论是偷西瓜还是哄抢井
盖，都是违法行为，即使不构成犯罪，也应受到治

安处罚。但令人遗憾的是，最初两地警方的做法都
有“和稀泥”和纵容违法行为之嫌。之后，两地警方
的“改口”，既是及时纠偏，也是和舆论监督的良性
互动。

相较于普通网友，民警可谓法律专家，按说不
至于犯糊涂，之所以出现令人大跌眼镜的执法行
为，是因为民警执法时偏离了法治思维，选择了向
现实妥协。据报道，在偷瓜案发生前，当地村民偷
西瓜现象可谓“蔚然成风”，偷和摘没啥区别，乃至
有人开电动三轮车去偷。此外，哄抢也非一时一地
的个案，有人称之为“中国式哄抢”。

在爱占便宜、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下，只要有
人带头，部分人的耻感瞬间消失，人性的弱点和阴
暗面被进一步放大，什么道德、法治、惩罚等全抛
到了脑后。于是，偷变成了“摘”，抢变成了“捡”，连
闻讯赶来的警察都无可奈何；于是，才有了“拽倒
偷瓜贼倒赔 300 元”、“当着面抢才算抢”等奇葩现
象和论调。

对于偷盗和哄抢，《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
法》都有明确的规定，盗窃或哄抢者轻则将受到治
安处罚；重则构成犯罪，最重可判十年有期徒刑。
但在有些地方特别部分农村，长期的有法不依、执
法不严，消弭了法律的震慑力，养痈遗患，沉疴经
年，“破窗效应”已然形成。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越是面对积重难返的局
面，执法者越要挺直腰杆、站稳立场，否则，无异于
向受害者伤口上撒盐，进一步加剧“破窗效应”。对
此，执法者当高度警惕！ 陈广江

从偷西瓜到哄抢井盖：“破窗效应”亟待遏制

百姓话语

最近，湖南九旬老人肖光盛因28年资助上千
名学生受到网友广泛关注。28年时间里，他募捐助
学，资助1000余名贫困学子；为核实贫困家庭情
况，他曾挨家挨户走访过100多个县市；自1991年
至今，他募集善款845.5万元人民币，帮助160多
名学生完成硕士、博士学业。这些数据都清楚地记
录在这位九旬老人的笔记本上，除此之外，上面还
有每一位获得资助学生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
（8月4日《北京青年报》）

在很多普通人看来，自己无权无势，收入不
高，哪有能力去资助别人？即使自己认真去做，也
可能杯水车薪，起不到多大作用。因此，当得知这
位老人募集善款高达845.5万元时，不少人难免会
猜测他有什么背景，比如家里很有钱，或者本人很
有影响力等。

然而了解实情后，大伙发现他只是税务系统
一位普普通通的退休老人，除了有善心和敢想敢
做外，他没有更多特别之处。说起这位老人最难能

可贵之处，主要体现在一个“实”字上。
当前网络个人捐助平台不少，且往往能在很

短时间内募集到大量善款，但最为缺乏的，正是肖
光盛老人所拥有的实干精神。

他为了能够发现真正的贫困学生，发动周围
熟识的退休干部和他一起，挨家挨户走访了100多
个县市，并将需要帮扶的贫困家庭记录在册。正因
为有这股实干精神，才确保在他的活动范围内不
漏一个贫困生，更不错帮一人。此外，每位受资助
的贫困生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以及每一笔开
支等，都被详细地登记造册，完整的资助信息可供
查阅，赢得了出资者的信任，这是他成功募集到大
量资金的主要原因。

社会不缺爱心，也不缺个人捐助平台，但缺的
就是好规则，是细致入微的实干精神。假如网络捐
助平台都能像肖光盛老人一样，从细微处入手，用
实干开路，网络捐助模式就会日益走向成熟，走出
好事变成坏事的怪圈，让弱势者毫无争议地接受
捐助。 罗志华

普通老人资助千名贫困生可贵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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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态度
有温度
有力度

这几天，重庆保时捷女司机的一记耳光，吸引
了全国人民目光，美丽的妆颜被瞬间打花，时尚的
遮阳帽也被扇飞好远。女司机的黑历史，被扒了个
精光，她的派出所所长丈夫，难免跟着瑟瑟发抖。

去年5月，因妻子一句“你对严书记的女儿说这
话是什么意思”火爆全网的“严书记”，刚因受贿罪
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同样因为妻子闯祸上头条的

“童所长”，能否经得起公众围观和相关部门调查？
妻子的保时捷豪车以及石方生意，特别是“爱飙车、
经常闯红灯、扣分随意销”的豪言，恐怕都对其相当
不利。

若只是因为开车纠纷而闹出那街头一幕，应该
说是见怪不怪的生活日常，城市里几乎每天都会发

生。但“童所长”夫人“我出了名的飙车，红灯从来都
是闯，一个电话就能销分”此话一出，甭管是否吹
牛，依她派出所所长夫人的身份，从日常生活经验
看，的确有可能做到。据查，穿着高跟鞋开车的“童
所长”夫人，3 年共有 29 条违章记录，若是严格按一
分分去扣，那她的驾驶证肯定不够扣，自然也就没
有机会开车上路打人耳光。

那么，她的违章记录究竟如何处理？她又是怎
么继续上路的？相比妻子的这一耳光，她身后的“童
所长”更值得大家都去围观。

不受约束的违章特权，仿佛车上挂了“肃静”、
“回避”的牌子，基于没有义务只有特权的高人一等
心理，自然会让她的暴戾情绪弥漫四溢。不仅如此，

用权、用钱，就足以搞定一切违章的交通特权，某种
意义上，其危害程度相比一记霸蛮的耳光或者一个
有问题的“童所长”，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

当某些人根本不害怕违章挨罚，不受交通规则
的真正约束，无论怎么扣分都能轻松搞定，无异于
拥有了横冲直撞的特权。这对其他交通参与者来
说，是最为可怕的危险源，根本无法以常理度之。说
不准什么时候，我们就有可能成为无辜受害者。规
范文明驾驶，严肃处理违章，杜绝交通特权，无论多
么有钱，也不能任性乱来，而必须按交规来。

如何才能让“童所长”夫人们明白这个道理？问
题还得从“童所长”们身上抓起。所以说，公众关心

“童所长”，并不只是爱看笑话。 舒圣祥

被“打工者子女群殴”
撕裂的社会痛点

2019年8月3日、4日，央视今日说法播出的
节目中，一百多名未成年人导演的闹剧，背后却
是发人深思的原因。2018年2月25日晚，广西南
宁警方接到了多个报警电话，市民反映在永和桥
头附近有人聚众斗殴，规模达到上百人，更令人
吃惊的是，这起斗殴事件的“主角”竟大多是未成
年人。(8月4日央视)

一百多人参加聚众斗殴，一方还投掷了易拉
罐与鞭炮制成的“烟雾弹”、爆炸物，参与者手持
由杀猪刀与钢管拼接起的长刀，大声嘶吼喝彩，
还燃放了烟花。这场像拍电影一样的聚众斗殴事
件，发生在闹市区，影响极其恶劣。

这一百多名参与斗殴的未成年人，大多是进
城务工人员子女。根据警方调查，参与斗殴的孩
子们有九成已经辍学，超过半数的孩子父母离
异。而聚众斗殴事件的“导火索”，也让人觉得不
可思议与哭笑不得。据了解，双方聚众斗殴，只是
为了争夺“社会摇”舞步的原创权和替网红出气。
一方的“领头人”是名网红，他认为另一个社区的
年轻人抄袭了她所在社区的社会摇舞步，从而引
发两个社区之间的冲突。

互联网时代，拉近了陌生人之间的距离，也
让“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变得更为便捷，让有相
似经历、爱好、遭遇的人更容易“抱团”。这些参与
群殴的未成年人，表面来看是起于一种古老的

“村际冲突”，但在便捷的网络时代，可能“诱发”
一些社会问题使其变得更加严重。

有数据显示，部分地区外来务工人员未成
年子女犯罪比例近年来呈攀升态势。发生在南
宁的这起一百多人未成年人聚众斗殴事件，更
加让人看到亟待多加关爱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这
一“边缘群体”。一些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仍然难以与城市孩子享受一样的各项权利，比
如就学、社会保障等等，让他们难以融入城市，
难以“正常生长”。

对此，需要城市能够持续发力推进户籍制度
改革，让打工者子女也能享受到与城市孩子一样
的各项权利，多一些对这些社会“边缘群体”的关
怀与帮助。通过家庭、相关部门及全社会形成合
力，引导这些孩子能够融入这个社会，而不是变
成在“阴暗处”独自生长的“边缘人”，这既是在维
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成长，同时也是在
保护全社会的和谐安定。

戴先任

不吐不快

公众关心“童所长”，并不只是爱看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