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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象民生

今年上海市工商部门

将启动大学生“零成本”创

业计划。 具体措施是，对毕

业

2

年以内的普通高校毕

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的，从注

册登记之日起

3

年内，免收

登记类和证照类等各类行

政收费，并取消最低注册资

本限制。（据
2

月
4

日《新民
晚报》）

让大学生创业实现“零

成本”，好！ 鼓励大学生以创

业带动就业，缓解大学生就

业难，就要让大学生创业实

现“零成本”。 如果大学生创

业不能实现“零成本”，甚至

要付出“高成本”，大学生以

创业带动就业就必将成为

“坐飞机聊天———空谈”，缓

解大学生就业难就必将成

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今年的大学生就业形

势是近年来最严峻的一年，

据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

《

2009

年经济蓝皮书》预计，

2009

年将有近

611

万大学

生面临就业， 今年底将有

100

万高校毕业生不能就

业。 就业岗位僧多粥少，再

加上金融风暴的冲击，毕业

大学生就业遭遇“寒冬”。 近

几年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

展， 毕业生每年增加几十

万，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

大，大学教育正从精英化向

大众化过渡，昔日的天之骄

子，如今在人才市场上也不

再抢手，因此，大学生转变

就业观念是当今不得不面

对的选择。

郑州大学经济学专业

的王强说，“随着金融危机

对经济的影响，相关行业和

企业诸多面临困境，这无疑

给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业带

来不利影响，现在工作太难

找，感觉压力特别大。 ”

然而，上海市工商部门

继续鼓励大学生以创业带

动就业，进一步推出优惠准

入措施，积极为大学生创业

开绿灯，该政策劲吹了就业

暖风，也凸显了政府的关注

和支持。

近年来，在转变就业观

念和把握创业机会方面，有

不少大学生已取得骄人成

绩 ， 为大家树立了创业榜

样。 大学生擦皮鞋擦出了连

锁店，养猪养出了百万富翁

等， 这些鲜明的事例表明，

创业更能体现大学生的人

生价值和社会价值。

笔者希望各地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不能满足于口

头上高喊扶持大学生创业

的漂亮口号，而应该像上海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那样，拿

出帮助大学生创业的切实

措施。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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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女孩为捐肝

救患癌的父亲而自杀。“妈

妈对不起， 我不能陪你，我

死后把我的肝移到爸爸的

身体里去，救爸爸。 ”这是琳

琳在吞下

200

片安眠药之

前留给母亲的遗书。 在自杀

十多个小时后，琳琳奇迹般

地被救活，至今还未脱离生

命危险。

有很多人称赞这个孩

子的孝，这个小女孩也的确

值得关心，但这起悲剧依然

让我想起了二十四孝中的

郭巨埋子奉母的事。 从传统

的孝文化来讲，这样做仿佛

并不为过，但如果我们看一

下儿童权利公约，就会认为

这是不折不扣的悲剧。 时代

在进步，我们该反思如何宣

传传统文化，不要再将落后

的糟粕作为必须传承的精

华来灌输给无辨别能力的

儿童了，我们不能做现代郭

巨，在喝彩声中侵害儿童的

权利。

孩子不是我们的投资，

而是我们对于社会承担的

一份责任，但在传统的中国

文化中却并非如此，当长辈

面临亏损

(

如身体欠安时

)

，

孩子将会作为可破损的工

具推出

(

如割股疗亲，再如郭

巨埋子奉母

)

，义务本位的中

国传统文化中，宣扬的永远

是父为子纲。 当然这样的文

化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有

着其合理性，如社会保障不

足的情况下，有利于保护社

会的稳定，但是人类进入了

新的千年，仍然肯定这样的

孝，其实是不折不扣地鼓励

杀人了。 顺便提一下，当前

的医疗保障不够全面、程度

不高，也是催生这一悲剧的

根源之一。 想象一下，如果

琳琳的父亲有足够的医疗

保障，她还会被逼得选择自

杀救父吗？ 所以说，医改应

该提速，医疗保障覆盖面和

保障水平的提高，也应该提

速。

我总是认为，在现代课

堂上，离开了我国加入的儿

童权利公约的现实，离开了

未成年人保护法，而谈所谓

的古代文化，本质上是不适

宜的，更不利于儿童身心的

发展。 因此，我忽然怀疑起

那些不分良莠地向未成年

人灌输所谓传统孝文化者

的用心，他们以一部《孝经》

作为经典，忘记了作为现代

人应该恪守儿童权利公约

的常识，他们在宣传所谓的

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儿童

固有的权利？ 这不是法治社

会的应有态度。 坦言之，笔

者呼吁我们宣传传统文化

时， 应该批判性地宣传，不

能只讲义务不讲权利，更不

能别有用心地厚古薄今，拒

绝承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保护每个人的独立，远比宣

扬所谓的孝更为重要。

在这场悲剧中，孩子的

行为值得同情但是不值得

提倡，而那些传授给她片面

的孝文化的人应该谴责，我

们也应该以此事件为契机

反思教育体制，建立起平衡

教育的体系，让现代权利意

识与古代道德义务意识平

衡地武装孩子的头脑，防止

过度地强调义务蒙昧孩子

的心智。

“零成本”创业劲吹“暖风”
□

白瑞

□

邹云翔
自杀救父是不该提倡的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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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重庆一辆警车违章

停车，被辖区江北区交警贴了

罚单。 一位网友将该警车被贴

条的照片发到了网上，引来网

友热议。 不少网友认为“特权

车”违章被罚难能可贵 ，并称

赞贴罚单交警“太有胆量 ”。

(

据
2

月
5

日《重庆晚报》
)

给警车开罚单 ， 绝对新

鲜，否则也不会被网友费心地

拍照、上传 ，更不会让众多网

友为此倾情顶帖“起高楼”。 但

给违章警车开罚单引来的赞

誉 ， 是如此的“不能承受之

重”，其背后一定有太多、太不

寻常的特权车在日常生活中

肆意横行。

不要怪网民没见过大世

面，把给违规停车的警车开张

罚单称作“铁面无私 ”实在是

内有辛酸：见多了横冲直撞的

特权车，见多了对特权车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的交警，更见多

了某些挂着特权车牌但一看

就不是公务车的跑车……重

庆江北区的这位普通交警正

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被追捧，

有些异样，但更符合当下国民

心理。 除了对特权车的平日作

为无可奈何之外，对这平地冒

出来的“异端 ”哪怕更过分地

赞一声，也实在不为过。

罚单既然开了，重庆交警

部门起码应该对这个案子善

始善终。 至于其他特权车是否

还会收到此类罚单，是否以交

警部门吸取教训“下不为例”

结束此次演出， 还真不好估

计。

况且，从媒体无意中作为

“功绩”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

此次给警车开罚单的“胆大妄

为”只是“从

2

月

1

日开始对

观音桥商圈车辆停放、行车秩

序的专项整治行动”的硕果之

一而已。 那在专项行动后，特

权车被罚的前景会怎样呢？

特权车背后是肆无忌惮

的权力，特权车肆意违章无人

敢罚之所以“人神共愤”，在于

从没有被真正束缚过的权力，

到今天都尚未遇到过敌手。 对

权力的限制不能靠几个“太有

胆量 ”的个别表现，更无法靠

双手合十地祈祷个案结果来

实现。

整治特权车不能靠“雷人”交警
□

萧锐

随笔杂感
★

传承民俗文化应从娃娃抓起
锣鼓喧天、 彩旗飘飘，中

国鹤壁民俗文化节开幕式上

演了一场场精彩的节目，观众

对演员的表演大声叫好。 在表

演的队伍中，笔者不时发现一

张张带着稚气的脸庞，甚至出

现“清一色”的童子军，由小朋

友担当主角 ，对此，笔者深有

感触：从娃娃开始接承民俗文

化，好！

看到孩子们努力表演的

情形以及市民欢呼的表情，笔

者不禁回想起儿时过春节艺

人表演民俗节目时的情景。 小

时候很期盼过年，不光是因为

新年新衣服和新东西的吸引，

比这更能吸引小朋友的当属

街上的好多“玩意 ”：高跷 、旱

船 、秧歌 、舞狮……但随着时

间的流逝， 最近几年的春节，

家乡的街巷已冷冷清清，再也

难现当年那热闹的场面，表演

的道具也放在宗祠里无人问

津。

然而，我市的民俗文化得

以传承是民间社团的不懈努

力， 才有了如今红红火火、热

热闹闹的欢庆场面。

任何文化遗产的保护，动

态的保护远胜于静态的保护，

大众参与的接承远胜于个人

的保留。 特别是青少年，作为

日后传承民俗文化的主力军，

能让他们积极地参与到这样

大规模的表演活动中，这实在

是一项明智的举措。

传统文化只有融入到百

姓的日常生活，才能鲜活灵动

并传承久远。 民俗文化表演作

为展现传统节日风采的一项

重要内容， 具有深远的意义。

拥有

1600

年历史的浚县民俗

文化非但没有在岁月的轮回

中销声匿迹，却在新的时代焕

发了活力，作为向外界展示鹤

壁风采的一个重要窗口，影响

着越来越多的人。 这固然有很

多人的努力，但是最重要的因

素应该是民间社团自身的传

承意识。 否则，再精彩的节目

也会因无人传承而湮灭，继而

成为人们心中的记忆。

目前国家已将传统节日

纳入节假日的范畴，就是希望

在现代节日气氛下，充分挖掘

传统节庆文化的内涵。 从传统

节日到法定假日，是法规层面

的突进，体现了国家对民俗文

化的重视。

注重大众参与民俗文化，

特别是从娃娃抓起，才能使民

俗文化得以传承，才能让世人

欣赏到民俗的独特韵味与独

特魅力。

民俗文化需要可持续传承

首届中国鹤壁民俗文化

节已拉开序幕，一场场精彩的

民俗文化大餐也不间断地呈

献给世人

,

由此，人们可以欣

赏到众多民俗经典节目，领略

到中原文化的神韵。（详见本
报

2

月
6

日
8

、
9

版《逛千年庙
会 赏中原民俗》）

华北四大庙会之一的浚

县正月古庙会 ，被誉为“河南

民俗经典”。 无论是秧歌、盘鼓

还是高跷、背阁等都是不可多

得的民俗文化经典。

不过，在世人的一片喝彩

声中， 在国人的一片叫好声

中，我们隐隐约约产生了一些

担忧。

我们用传统方式表达对

千古文化的虔诚和膜拜，浚县

正月古庙会能够穿越千年的

时空，汲取岁月的精华 ，背后

的力量是什么？ 是传承。

在历经千年风霜后，民俗

文化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 然

而， 民俗文化要想传得更深、

更远 ，必须有后劲 ，必须有可

持续性 ，这样 ，民俗文化才能

源远流长。

浚县正月古庙会已被列

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对它的保护和传承显得尤

为重要。 每增加一项遗产项

目， 就说明它有绝迹的可能。

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收藏珍藏、

可以保存保护，而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则显得步履维艰。

再优秀的文化没有传承也会

失传 ，民俗文化也一样 ，没有

传承的后继力量，民俗文化会

随着岁月的变迁而模糊，最终

消失在世人的记忆中。

如今，不少民间艺术在消

失，举办民俗文化节就是对优

秀民俗文化的发扬与光大，不

仅可以让世人欣赏到民俗的

独特韵味，更能增强保护民俗

文化的意识。

民俗文化的传承，民间艺

人要扛起重担，此次民俗文化

节的举办也证明了民间团体、

民间艺人正在积极地保护优

秀的民俗文化。 当然，政府、社

会也要给予大力支持，这样民

俗文化才会不断发展，不断延

续，不断丰富、不断多彩，以至

世代相传。

正月十五闹元宵。 元宵节

是传统节日中唯一以“闹”为

核心内容的节日，有民俗专家

甚至将其视为中国的“狂欢

节”。 但这种“闹”和狂欢似乎

更多地活在古代和过去。

古人在制定元宵节的时

候，可能还是服务春节节庆的

考虑。 俗话说，不过十五都是

年。 传统上的春节不是大年初

一一天，而是从初一到十五的

一个时间段。

元宵节虽是春节的尾声，

但要曲终奏雅，既要有总结色

彩， 更要在声色上掀起高潮。

于是就有了“火树银花合，星

桥铁锁开”， 就有了“凤箫声

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

这一天几乎所有的传统节目

都要搬出来，可以爆竹烟花齐

放 ，可以金龙雄狮狂舞 ，可以

张灯结彩， 可以猜谜对联，总

之要将热闹推向极致。

不仅如此，元宵节还是一

个真正开放的节日。 在古代社

会里 ，礼制森严，未婚女孩不

允许外出自由活动。 但是，元

宵节却是一个特例 。 这一天

里 ，她们不仅可以“宝马雕车

香满路”，结伴看风景；还可以

借逛街赏灯之便 ， 物色意中

人。 于是就有了“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别有千金笑，来

映九枝前 ” 之类美妙故事上

演。 恰如诗歌中描述的，“袨服

华妆着处逢 ， 六街灯火闹儿

童。 长衫我亦何为者，也在游

人笑语中”。 古代元宵节不仅

充满了人性化和浪漫色彩，它

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人

参与、全民狂欢的节日。

现在的元宵节，虽然不乏

节日的气氛，但已与当初的热

闹相去甚远。 一方面是元宵、

春节正在被人为分离，成为两

个各自独立 、 风格迥异的节

日。 如果这还是一个好现象的

话，另一个趋势就值得我们思

考与警醒：公众主动参与节日

热情正在衰微，和其他许多传

统节日一样，元宵节正在沦为

商家引领和操办的节日。

纵观大大小小的商场，节

日需要的东西随处可买，而且

样式好质量优服务上乘。 公众

每一天的节日生活似乎都在

不知不觉跟着商家走，被商家

打点得井井有条。 笔者在为时

代进步喝彩的同时，也禁不住

担心，在这种整齐划一的节日

包装和服务之下，传统节日的

多元化与本真意义还能剩下

多少？

节日应该“活”在风俗里，

没有了风俗，节日就失去了灵

魂。 现在的孩子们恐怕已分不

清元宵节、春节和圣诞节到底

有什么区别， 对于他们来说，

所有的节日都是一个颜色，一

个味道 ，一种气氛 ，而且在重

复做同样的事情：跟着大人下

下饭店 ，逛逛商场，出门旅游

旅游等，传统节日已经和普通

的假期没什么区别，没什么两

样，以致原本丰富多彩的节日

整的单调乏味。

□

岳保红

□

李崇

让元宵节真正“闹”起来
□

刘道彩

鹤城锐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