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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证”是否电子化
其实并没那么重要

近期，福建、江西、浙江、江苏、重庆等地可以
领取“电子结婚证”，甚至有自媒体称“电子结婚
证”可以用于购房贷款，办理房产过户、继承遗
产、财产公证、子女入学等，而且可以随用随领，
不怕忘、不会丢，并且发出“再见了，一纸婚书”的
感慨。对此，民政部社会事务司负责人表示，目前
的“电子结婚证”只是附着纪念意义的电子记录，
并不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不能代替实体结婚
证。(8月20日《北京青年报》)

“电子结婚证”的出现早有时日，而近来某些
自媒体添油加醋的歪曲解读，更是使之成为了舆
论关注焦点。在此过程中，某些想当然的网络谣
传，简直幼稚得可笑。比如说，“结婚不用去民政
局，可在支付宝领取‘电子结婚证’”，这类谬论毫
无逻辑可言。一家市场化企业，能取代公共部门
进行婚姻要件审查并登记备案？这完全就是天方
夜谭！

舆情纷扰之下，民政部及时澄清，强调“电子
结婚证”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而只是具有纪念
意义的电子记录。事实上，早在有关平台推出“电
子结婚证”之初，就曾对此作出了明确说明，只是
很可惜，一些人并未充分阅读“告知”、完整熟悉
规则。而毋庸讳言的是，所谓“电子结婚证”出现
以来，其实更多只是被年轻人当成是拍照、晒图、
秀恩爱的“素材”“道具”而已，对其法律地位和实
用功能的“吁求”，本身就没有那么迫切。

原本，人们看待“电子结婚证”，不过是图个
新鲜、好玩罢了。然而诡异的是，在自媒体一番

“误读”民政部出面辟谣之后，不少人反倒开始惊
呼“大失所望”，乃至吐槽“电子结婚证”百无一用
了、没有意义了。类似的发声貌似有理，实则不免
有些矫情。试问，我们对“婚姻电子证照”的需求
真有那么迫切吗？日常要用到结婚证的场景和次
数又有多少呢？实际情况是，要使用结婚证的时
候屈指可数，有没有具备法律效力的“电子结婚
证”，根本没那么重要。

理想状态下，当然是所有的证照都实现电子
化才好，但即便如此，也还得考虑公民信息保护
的问题。我们不能为了“电子化”而“电子化”，而
只能是基于实际的、紧迫的需求，在理性评估成
本与收益之后，按照轻重缓急有序安排。事实上，
如今职能部门已经推出了网络身份证、电子驾照
等，可以说使用频次最高的几种证照都先行实现
了电子化。与之相较，“婚姻电子证照”有则更好，
暂时没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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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最高法、最高
检、公安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安全
事故处理机制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意见》。
《意见》提到，依法惩处“校闹”人员，严厉打击故
意伤害他人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跟踪、纠缠
学校相关负责人，侮辱、恐吓教职工、学生等八种

“校闹”的犯罪行为。（8月20日《中国新闻网》）

“校闹”之所以近些年呈现多发的趋势，客观
来说，在于学校发生安全事故，单纯学校乃至教
育部门处置起来越来越困难，这导致了“花钱买
平安”的问题相对突出，反而形成了恶性循环。而
一些地方，政府对校园安全事故处置，习惯于问
责和行政命令，职能部门则是事态不升级不介
入，站了干岸，撑腰滞后。这些无形中使得事故的
处置，控制力与效率不同程度缺失，最终导致“以
闹倒逼”、“以闹要挟”的发生。

因此，防范“校闹”发生，关键是校园安全事
故发生后，处置的撑腰要前置、及时。对此，意见
提出，推动学校建立专业化的安全事故处理委员
会，统筹学校安全工作。而在一些地方，校园发生
安全事故，则由当地维稳机构第一时间介入，协

调行政、司法等相关部门参与，帮助和指导教育
部门处置，形成成熟的机制，防范秩序失控，保证
处理坚守法律底线。这些方面都有待探索与完
善。

校园安全事故纠纷的防范，制度的撑腰也尤
为重要。校园安全事故不可避免，不管是意外伤
害，还是其他侵权伤害，校园都是承担责任的主
体，要承担事故损害赔偿。当前，大多数学校都投
保校方责任险，但难以覆盖各类伤害事故情形，
且赔偿额度较低，难以为学校提供全面、有效的
保障，分担风险。应当多途径推动建立政府、社
会、市场、家庭共同参与的多元化风险分担机制，
帮助学校减负卸压。同时，建立独立、权威、简便
的第三方调处机制，疏通便利的诉讼渠道，能够
为家长提供维护权利的途径，减少学校直面矛盾
的风险，也有利于减少“缠闹”的发生。

此外，为学校创造宽松的环境，在心理上的
包容与撑腰也不能或缺。校园安全是公共安全的
范畴，政府和教育部门多关心、多支持，理性对待
安全问题，放弃行政管控的依赖，帮助减压，扭转
小问题“和稀泥”，“瞒报打压”，回归到公开、依法
处理的轨道上来，提升学校的社会公信。 木须虫

防治“校闹”需要更多的“撑腰”

8月18日，一条“贵阳弘宇琉森堡小区业主
在电梯里暴力破坏公物，外加高空抛物”的微博
引起网友愤怒。为一探究竟，19日，记者前往该
小区进行了采访，发现破坏指纹机的男子的确是
小区的业主，已经23岁。目前，涉事男子家人已
经赔偿电梯维修费7050元，并做出道歉。（8月20
日《贵州都市报》）

相比涉事男子丑陋的行径，更让人瞠目结舌
的是涉事男子母亲一开始的态度：当物业找到她

时，先是以各种理由否认，待看到监控视频知道
铁证如山时，虽承认自己儿子的行为不对，但却
以“他还是个孩子”为由拒绝赔偿，直到警察出面
才得以解决。

“他还是个孩子”，多么熟悉的口头禅。
对于孩子的种种任性，为人父母者若总是以

“他还是个孩子”的态度来看待，认为这是孩子调
皮、淘气的应有姿态，甚至有时候在外人面前，还
胡搅蛮缠以此作为护犊子的理由，不从小给孩子
立规矩，任由孩子野蛮成长，一如鲁迅先生所言，

“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最起码也是“熊孩子”一个。

护犊之心，父母皆有，但要是到了泛滥、盲目
的地步，就会“成灾”。爱就是害。现实中已不乏此
类前车之鉴，此次事件亦是如此。在整个过程中，
涉事男子的母亲除了一开始拍了一下儿子肩膀，
外示意其不要这么干外，其他时候都是在旁观，
没有进一步予以干涉，任由自己的孩子故意损坏
公私财物，并进行高空抛物的危险行为。也许，彼
时在这个母亲心中依然想着的是“他还是个孩
子”，尽管他已23岁。

有人说，每一个“熊孩子”背后，都有一个给
他撑腰的“熊家长”。此话显然不无道理。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终生的课堂，倘
若父母是盲目的爱孩子，家庭教育没有到位，对
孩子未来的成长路径和格局无疑有着关键性的
影响。拒绝“熊孩子”，首先要每位父母不要盲目
护犊子。 刘孙恒

“共享稻田”式扶贫 如此创新多多益善
近日，宁波市鄞州区面向全体市民再推出1万

块“共享稻田”，认领截止时间为9月30日。这次“共
享稻田”每块100平方米，每年给认领的市民提供
50公斤大米，认筹价格1000元。这个运用众包、众
筹、共享等新经济理念的“共享稻田”帮扶项目，是
鄞州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一次创新尝试。
（8月20日《宁波日报》）

一端连着浙江宁波市的市民，一端连着吉林和
龙市的农民，神奇的互联网，让两个相隔数千公里
的地方，真正实现了“天涯若比邻”。“共享稻田”让
农户直接面向消费者，减少了许多中间环节的利益
蚕食，切实让农民的“米袋子”变成了“钱袋子”，让
农民劳动的价值得到更充分的彰显。

摆脱贫困的帽子，说到底还得依靠市场的力
量。“共享稻田”不是单向度的“授人以鱼”，而是让
传统农业嵌入互联网，实现了市场需求与供给的有
机衔接和良性互动。对农民而言，“共享稻田”既解
决了销售难题，又让大米卖出了一个好价格；对市
民而言，“共享稻田”不仅搭建了一个参与慈善公益
的平台，也让他们有所得。

伴随市场化、商品化进程，当今的农民越来越多
进入或者被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
体系之中，与传统封闭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共享
稻田”实现了“互联网+农业”，主动拥抱了市场，不仅
让市民得到了参与慈善公益的满足感和认同感，还
能够在稻米生产的过程中得到一对一的“私人订
制”，既确保了大米的品质，也让市民在参与的过程中

满足自己的精神诉求和情感需要，可谓一举多得。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诗意化的

语言，描绘出令人向往的田园生活。那些对土地和
农村充满敬畏和感情、坚守在乡土大地上的农民，
应该从土地上得到更多的回报与激励。让传统种植
业拥抱“互联网+”的时代潮流，减少中间环节，消费
者和农民都会从中受益。

那些在遥远的地方辛苦劳作的农民，并非是与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共享稻田”建构了一
个利益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实现了多方的互利共
赢。与“输血式扶贫”相比，“共享稻田”依靠的还是
农民的穷而有志和自力更生；“共享稻田”不仅会让
农民的物质条件得以改善，也会提振他们的信心和
精神风貌。 杨朝清

竟有此事

“23岁还是个孩子”，盲目护犊子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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