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子高空抛物
该不该被断电30天
有争议并不是坏事

近日，一则饮酒男子从13楼抛酒瓶被物
业罚断电30天的视频引发关注，被断电业主
事后报警让民警帮忙求情停止断电，物业坚
持按业主规约处理。10月27日，该小区物业
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
目前已提前为该住户恢复供电。（10 月 28 日

《北京青年报》）

高空抛物这种“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之所
以久治不愈，与大量高空抛物行为实际上并
没有得到有效的追究与惩戒不无关系。将高
空抛物行为“入刑”的呼声由来已久，但众所
周知，一项法律从民众呼声到酝酿成熟，再到
正式出台，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如果这种极具危险性的行为得不到
有效的遏制，将是民生之痛、民生之殇。

就像酒驾入刑前，相关各方需要探索各
种遏制酒驾的有效措施，将其危害控制起来
那样，治理高空抛物行为，除了警方的积极作
为，各种有效遏制高空抛物的探索应当得到
鼓励。

这其中，也包括通过契约的方式规范业
主的行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虽说对高空抛
物业主断电 30 天的处罚是否妥当，以及是否
涉嫌侵害业主权利尚有争议，但正如许多网
友所说，这种参与高空抛物治理的初衷与积
极作为的态度，仍然值得充分肯定，很难有其
他手段能达到类似的“教育效果”与“轰动效
应”。可以说，人们对于这种处罚方式有争议
并不是坏事。

其实，除了法律层面的呼吁，官方与民间
遏制高空抛物方面的探索并不少见。我们不
能一遇到有争议就缩手缩脚，继续因地制宜、
积极探索有效遏制高空抛物各种“招数”，应
该成为相关各方的共识。

需要指出的是，既然是探索，有一些治抛
措施就有可能不合适甚至涉嫌违法。还是那
句话，有争议并不是坏事，让这些措施接受权
威部门的鉴定、公众的评判，还有实践的检
验，发现不对及时纠正，证明合适的大力推
广。在新的治抛法律法规出台之前，为纾解民
生痛点，积极在法制框架内寻求治抛良方的
尝试与努力，应该得到鼓励。

段晓鹏

最近，有多条信息，披露了关于日本进入“无
欲望社会”的一些数据，来源有的是日本政府部
门，有的是专家。

一类是人口方面的。2017 年，日本新生人口
94 万，创下了 1899 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
死亡人数为 134.4 万人，这意味着日本当年人口
将自然减少 40.3 万，也是该指标首次超过 40 万；
新婚情侣数为 60.7 万对，比上年减少 1.4 万对。按
照这个速度，2053 年日本人口将跌破 1 亿，到
2065 年，日本人口将降至 8808 万，并且其中超过
40%是老年人。

一类是性方面的。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
问题研究所的调查报告显示，18 至 34 岁女性中，
39%还是处女；18 至 34 岁的男性中，36%是“童子
身”；18 至 34 岁的女性中，一半人没有男朋友，35
至39岁的年龄段中，26%的女性和28%的男性从未
有过性经验，男性1/4、女性1/7人终身未婚。

根据这些数据，有人认为日本已经进入了“无
欲望社会”。

日本著名的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有本书，叫
《低欲望社会》。书中称，日本年轻人没有欲望、没
有梦想、没有干劲，书的副标题就叫“胸无大志的
时代”。看来，日本已成“无欲望社会”或“低欲望社
会”，已成共识。

所谓欲望，简单地说，就是想得到某种东西

或想达到某种目的的要求。欲望太弱，就是没有
目标，没有追求，其结果是社会发展延缓，甚至走
向衰退。日本的迹象已经显现，突出地表现在人
口下滑，消费下降。看看我们的现状，所谓的“低
欲望”人群，也不是没有，但人数很少，未成气
候，倒是“高欲望”现象，需要高度警惕。隔三岔
五曝光的那些贪官，是“高欲望”的集大成者。他
们追逐权力、金钱、女（男）色，几十万几百万贪
污受贿，那是小儿科，亿级的贪官，也不是一个
两个。老百姓想不明白，一屋子纸币、黄金，八辈
子用不完，提心吊胆保存多年，最后还是上缴国
库，何苦呢？答案古人早就给准备好了：贪得无
厌，欲壑难填。

除了贪官，欲望太强的人，生活中也常能遇
见。有些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假冒伪劣、
违法乱纪都敢干。有些负有教书育人、治病救人重
责之人，快蜕变成了“生意人”。梦想一夜暴富的，
什么坏事都敢干，最后以倾家荡产告终的案例，时
有所闻。中央刚刚颁布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
施纲要》，导语中有一段话触目惊心：“一些地方、
一些领域不同程度存在道德失范现象”，“拜金主
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仍然比较突出”，“见
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造假
欺诈、不讲信用”的现象，久治不绝……，原因之
一，就是一些行为人私欲太强。

“欲望”人人有，就看你如何把握。如何辨别欲
望的“过”与“不足”，简单的方法，就看其在实现欲
望过程中，是否不择手段，损人利己。

日本这帮“无欲望”年轻人，没有炒房的欲望，
没有炒股的欲望，没有购物的欲望，甚至连恋爱、
结婚都觉得麻烦。为了克服“低欲望”带来的危害，
日本也想了不少办法，如商家降低物价，银行降低
利率，但消费还是无法上升，购房人数依然逐年下
降。这个势头得不到遏制，其可能产生的后果，想
想都有点可怕。

针对“高欲望”给社会带来的损害，中国政府
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强化道德教育，严格法制追
究，加强体制保障，效果有目共睹，但离人民期望
的目标，距离还不小。

“欲望”这玩意儿，确实有点不好对付。太强
了，从左边损害社会；太弱了，从右边危害社会。要
让它维持在恰到好处的位置，需要高超的管理能
力。我们现在要做的，首先是要对“欲望这玩意儿”
达成共识——它既是个好东西，又是个坏东西，低
迷时需要激发，高涨时加以抑制。如能那样，就离
掌控它不远了。为达此境界，无论是社会管理者还
是具体成员，都需要从自身实践和别人经验中认
真学习，冷静思考，机敏行事，尽量避免至少减轻

“欲望”的左右摇摆，给我们可能带来的损失。
张登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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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态度
有温度
有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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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部等三部委共同发布《学校食品安
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要求在中小幼儿园推
行“校长陪餐制”时，就要求把这种制度落实到
位。现在之所以要重申，是因为《规定》发布后，
一些地方的学生安全问题时有曝光。

老实说，推行“校长陪餐制”，就是把校长的
饮食安全与学生饮食安全“捆绑”在一起，倒逼
校长重视学校食堂饭菜的安全与质量，保障学
生就餐的安全与营养。因而，推行“校长陪餐
制”，是一种“信用背书”，消弭人们心中的纠结，
不能说不好。毕竟，“冒死吃河豚”的经验早就阐
明了这个道理。厨师吃后能够安然无恙，消费者
自然可以放心食用。道理是相通的。校长能够陪
学生长期共同就餐，学生和家长们还担心什么
呢？

推行“校长陪餐制”，好是好，但规定是规
定，执行归执行，执行不到位，再好的规定也会
成为“画饼”。何况，即使能够得到执行，也要防
范走“领导带班下井制”的老路，步入形式主义
的“怪圈”。换言之，推行“校长陪餐制”，要防止
在推行过程中出现“领导带班下井制”中的“假
下井”、“下假井”和“假领导下井”等现象。这不
是杞人忧天。试想，在劳资双方地位与权力不对
等的情况下，推行“领导带班下井制”，就发生了
异变。而今，推行“校长陪餐制”后，食堂会不会
给校长“开小灶”，或者让校长吃“特供营养餐”

呢？所以说，推行“校长陪餐制”，保障学生的饭
菜安全与质量，不能完全寄托于“校长”，还要引
导外部监管，提升监督的广度与深度，防范“校
长陪餐制”走过场、图形式。

如何监督？笔者认为，除了加强学生监督和
社会人士监督以外，还应该请家长委员会参与
监管。只有强化外部监管，才能规范和约束校长
和食堂经营者的权力，让“校长陪餐制”落到实
处，名副其实，不会沦为“镜中花水中月”。毕竟，

“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
难”，只有最关心学生就餐安全与质量的家长们
对“校长陪餐制”进行监管，才能让学生、家长和
社会各界都放心。当然，除了引进家长监督以
外，还需要地方政府和社会监督，比如对不落实
或打折扣落实“校长陪餐制”的校长要敢于问
责，确保政令畅通。 吕好玫

不吐不快

重申落实“校长陪餐制”
贵在防范“图形式”

欲望这玩意儿，太强不好太弱不行

漫画：严勇杰

29 日，教育部就校园
食品安全工作举行发布
会。据介绍，目前，全国各
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共计
51万余所，设有食堂的学
校38万户，约占全国学校
总数的 74.51%。教育部要
求，严格落实学校相关负
责人陪餐制度，提高学校

食堂“明厨亮灶”覆盖
率，对学校食堂进行
可视化监督。（10 月
29日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