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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苛求见义勇为者“智勇双全”

□

普嘉

据《羊城晚报》报道，日前，广东吴川市民凌

华坤路遇他人被抢，驾车追劫匪引发撞车，导致

劫匪伤重不治、无辜路人受伤。 凌华坤所获的见

义勇为奖金尚不够支付各项赔偿。 此事引起中

央、广东省和湛江市领导的关注，专门批示要求

妥善处理。

有网友认为这种方式的见义勇为不值得提

倡，为了制止伤害又添了新的伤害，应该在保证

路人安全的前提下才去追劫匪，要做到“智勇双

全”。 我同意见义勇为要“智勇双全”的判断，当

然，能做到“智勇双全”堪称完美，也是值得赞颂

的。 问题是，当我们批评见义勇为者有勇无谋时，

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呢？ 路见不平不是条件反

射般拔刀相助，而是事先想一想该怎么救，犹豫

踌躇一番，或许就会沦为“冷漠”的路人了。

我觉得，人们“见死不救”的表象，不是源于

内心的冷漠，而是当时想得太多。 要算计救人的

成本，壮举的得失。 施救者也许并不要求回报，那

至少不要给自己造成损失吧。 现在，那些救人没

好报的先例，让我们救人时顾虑更多，要想被救

者会不会反咬一口，会不会诬告陷害……就算不

是遭遇职业“碰瓷”，救好心人也是有风险的。 要

是不掌握急救方法，反倒给被救者带来伤害。

当我们强调助人为乐是个“技术活”时，好的

一面是人们在施救时少了盲目， 有了更多的理

性，但有时，胆量也随之丧失。 勇敢是感性的，智

慧是理性的，两者本来并不矛盾，现实生活中却

鲜有报道，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不是见死不救的

冷漠现象，就是英雄为救人而牺牲的壮举。 其实，

记者往往关注那些罕见的事情，新闻并没有反映

出社会的全貌，我们的生活中也许充满着助人为

乐却默默无闻的故事。

我们鞭笞冷漠人心、 鼓励见义勇为的同时，

也希望避免“牺牲”。 见义勇为的奖励，表彰的往

往是那些舍己为人的壮举，为了救人，给自己带

来伤害，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那几万元、几十

万元的奖励标准是奖励，更是一种弥补。 但是那

些毫发无伤的勇士是不是也该大力表彰，让其事

迹广为传颂呢？ 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损伤的救

助更值得肯定。 或许，有的人学雷锋做好事不留

名；或许，有的被救者有难言之隐不想公之于众；

或许，我们真把生活中太多助人为乐当成不值一

提的小事了。

但愿见义勇为“智勇双全”的故事不只是传

说。 我们肯定壮烈牺牲者的同时，更需要活着的

榜样。 看到老人跌倒昏厥，有心无力，或许能拨打

120 急救电话；看到躺在血泊中的小女孩，不做视

而不见的路人，上前围观也能阻止第二辆车的碾

轧；看到民警抓捕被逃犯刺中数刀，帮忙将他送

往医院；别人做了好事却被诬陷，至少你还能站

出来做个伸张正义的目击证人……

有时候，助人为乐真的可以不用讲什么策略

什么智慧的。 当助人为乐者越来越多，成为常态

时，根本不用担心什么尔虞我诈、算计什么救人

成本，担心好心没好报。

空气质量数据该看谁的脸色

□

肖时候

据《北京晨报》报道，北京连续的大雾天气让

市民担心空气质量问题，北京市环保局监测的数

据显示，全市轻微污染。 而微博上转发的美国大

使馆监测的空气质量数据却要高出许多。 对此，

环保局方面表示，数据不能看别人“脸色”，自我

比较是在进步。

官方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 人家处于闹市

区，咱的检测点闹中取静，郊区的都有，好与坏一

平均，当然坏不到哪里去。况且，美国大使馆只是

监测一个点，咱监测的是面上的整体情况，人家

的数据可不是本质真实。

不过，环保局方面的解释，让人想起一则报

道：

在那些雾蒙蒙的天气里，我和附近洗衣店熨

衣服的工人、市场里卖蔬菜的小贩、出租车司机，

或是在人行道上卖烤红薯的人打招呼的第一句

话往往是：“天气不好！ ”这似乎是一句通用的问

候语，也是“哎呀，今天空气污染真严重！ ”的委婉

说法。

这是今年 5 月 26 日， 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

的一篇老外看北京空气污染的文章。作者接着解

释：就像他们用“好吃”来形容各种美食一样，在

污染问题上，他们常常用“天气不好”来描述糟糕

的空气质量。 这既是为了礼貌，也符合汉语的表

达习惯。

所以，有网友提问：“连续大雾导致空气质量

很差，大雾天是不是就意味着污染比较严重？ ”北

京市环保局副局长、 新闻发言人杜少中答称，雾

本来不是污染，只是积累了污染物才会影响空气

质量。

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首席

研究员吴兑则说，实际上，从气象学而言，雾出现

的机会很少，雾在全世界主要出现在高山地区与

两极，在城市里看到的，十之八九都是霾。霾的本

质是“细粒子污染”，源于自然界的灰尘与人类活

动的排放。 灰霾与酸雨都是大气污染的表现形

式，当霾饱和以后形成雾，雾的污染浓度会很高。

在这种天气下，每个人都是“吸尘器”。

所以，雾不是污染，估计跟“天气不好”的说

法是一回事，为了避讳起见。 当然，这种含蓄倒不

是出于对市民的礼貌，只是为了让大家情绪稳定

罢了。 实际上，我国的空气污染指数无法真实体

现空气质量，“纳入的都是必须能控制，还要有办

法解决的。 ”PM2.5 之类有监测，但不公布，也不

是减排指标。 这导致污染严重却“达标率”高的怪

现象，有点像牛奶等诸多食品的安全标准，与国

际上的不一样。

问题是，空气质量数据并不能看美国大使馆

的，那看谁的呢？ 在当前除了看老天的脸色（气象

条件不利污染物扩散时，污染就会加重），最主要

的恐怕要看领导的脸色了。 众所周知，经济的快

速增长造成了污染物排放量的居高不下，只要各

地唯 GDP 是论，降低污染就会是空话，一些地方

宁愿停居民的电来完成节能任务，而不是让工厂

来节能减排，就注定了空气质量只能以一些领导

的意志为转移。

只要领导下决心，少搞一些政绩，多一些民

生情怀，城市的污染状况就是可以改变的。 辽宁

本溪过去污染严重，在卫星照片上只看到一团黑

污，现在已朝山清水秀发展。 西安市政府规定从

今年 10 月起按月考核蓝天数，虽引起争议，至少

体现了治污决心，说明领导完全有能力有条件让

天蓝就蓝，让天黑就黑。 要让空气质量检测的数

据好看，关健还是要在污染控制上下功夫，而不

是在检测指标、检测手段、检测地点之类的技术

层面玩魔术，这些功夫只能改变数据，不能改变

空气。

恭喜百万孝子

即将诞生

□

邓卫

据中广网报道，10 月 30 日， 中国

伦理学会慈孝文化专业委员会开展的

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在北京启动。该工

程“旨在通过培养孩子孝心，在青少年

中开展孝文化普及教育，引领青少年从

小养成孝亲敬老美德”， 工程计划通过

5 年时间培养百万孝子。

这年头，凡是跟孝子有关的新闻都

成了“当红炸子鸡”，北大招生要孝子刚

被议论完，就有公务员“不孝”成了新闻

头条。 孝子和孝文化似乎奇货可居，这

不，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就大张旗鼓启

动了。一件事，但凡上升到工程的高度，

就不得不让人引以为重，喝彩鼓掌。 不

过，这 5 年时间培养百万小孝子的浩大

工程，在心头品咂，总感觉不是滋味。

据报道 ，关于“成长与孝道 ”的调

查 ，96%学习成绩好的孩子有孝心，有

网瘾和犯罪行为的青少年中，听父母话

和有孝心的仅占 3%；而且，培养孝心的

最佳时期是 4 至 6 岁。听起来似乎数据

严密、翔实可靠，不过，这看似靠谱的调

查，都是调查家长的，还仅仅是 100 名，

根据这些调查结论， 也可以这样说，所

谓孝与不孝，其实关键皆在于“学习好”

与“听话”。 如此调查结论，恐怕会让学

习一般和调皮捣蛋的孩子心头一惊：咱

们可能是不肖子孙呢！

可是，孝与不孝真的就是如此的衡

量标准吗？古语云：百善孝为先，论心不

论行，论行寒门无孝子。也就是说，即使

在孝文化愚得僵硬的封建时代，也认为

孝顺不一定完全可以通过外在的行动

来衡量。实际上，关于孝敬与否，很难有

客观的衡量标准， 这恐怕也是坊间共

识。 但在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里，要求

“孝心培养适龄化，孝行养成生活化，过

程家庭参与化”，而且，还要“百日培养，

三年跟踪，长期帮助”，这俨然就是工业

时代的量产计划嘛。

老实说，这份孝子量产计划看似新

鲜出炉，热气腾腾，但你掀开笼盖一看，

里面装的还是陈年老糠。不知道 5 年时

间一过，这要为“全国亿万孩子树立道

德榜样”的百万名“中华小孝子”，该是

一副什么模样？ 是不是个个都是听话、

学习好的孩子？是不是从此就能再涌现

几个“郭巨埋儿”、“唐媳乳母”、“卧冰求

鲤”的活典型？ 那些百万“中华孝子”之

外，难以达到如此楷模高度的，是不是

从此就背上不肖子孙的枷锁，日日诚惶

诚恐？

5 年时间 ， 百万孝子就要新鲜出

炉，这和前一段时间甚嚣尘上的“乔布

斯培养计划”一样，都是速熟培养。按照

这种道德量产计划，每个省估计就有四

五万名指标，我心里一颤，可千万别把

我的女儿也列入这量产计划。

世相漫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