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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1

月

28

日，时

任市农机局副局长的原双生

为保护国家财产，与潜入机关

的盗贼进行了殊死搏斗。

（ 详
见本报

2008

年
12

月
1

日的
《 老局长勇斗歹徒受伤》）

近

日， 为救助被告人贫困家庭，

他又放弃民事索赔。

（ 详见本
报

7

月
1

日
02

版 《 只要浪子
回头，放弃索赔值！ 》）

看罢两篇新闻报道，笔者

不禁为原双生的见义勇为所

折服。 一方面，为了保护国家

财产，和潜入机关的盗贼殊死

搏斗， 表现出临危不惧的果

敢；而在了解了被告人的家庭

困境后，原双生毅然放弃了民

事索赔，用另一种更为宽广的

胸襟，来感化犯罪人，给他一

次改过的机会，同时，也留下

了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

诚然，在当今这个法治社

会里，面对难题、纠葛以及犯

罪的情况下， 用法律来解决，

是行之有效的。 树立法制意

识，增强法制观念，对我们来

说极为重要。 学法、 懂法、护

法，才能在法律的保护下正常

生活。 文中的盗贼触犯了法

律，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 然

而，在民事索赔时，受伤的原

双生毅然放弃了索赔，用一种

更为博大的胸怀来对待曾伤

害过他的人，这是一种教育方

式，一种境界，我们不能不为

之感动。

的确，我们往往在意更多

的是处罚的结果，然而，处罚

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人，让人能

重新向好的方向发展。惩罚是

一个方面， 而惩罚过后的教

育， 惩罚过后的正确引导，则

是等于给了这些误入歧途想

痛改前非的人一次机会。 试

想， 如果我们在对待犯罪人，

除了用法律的相应规定给予

惩罚外，给他们一次重新改过

的机会， 让惩罚后教育延续，

彻底让他们改正， 重新做人，

那么，社会将会更加和谐。 笔

者认为，这才是应该值得提倡

的。

□

叶晓伟

� � 在物欲诱惑无所不在的

现实社会，古人倡导的“君子

爱财，取之有道”不仅没有过

时，而且显得更有必要。一个

10

岁的小学三年级学生把拾

到的

1

万元现金交给了派出

所。

这个孩子没有把

1

万元

钱交给老师， 也没有交给家

长，而是直接交给了警察。 他

的动机很单纯：“我想做个无

名英雄。 ”一个

10

岁孩子纯

真的童心体现无遗。

（ 见本报
7

月
1

日
02

版）

由此想起曾经读过的一

篇报道： 今年

3

月的一个清

晨，大约

10

万元现金撒落在

成都市的一个小区内， 大人

和小孩有不下

20

人竞相弯

腰拾钱， 其中

6

名小学生将

他们拾到的

45000

余元钱通

过学校交给了派出所， 大人

们拾走的钱则没了踪影。 这

就难怪会有人感叹：“现在只

有小学生会拾金不昧了！ ”

上述的

10

岁孩子说，他

的老师说要拾金不昧， 他要

听老师的话。

10

岁的孩子恐

怕尚不能完全理解老师话语

中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上的

内涵， 但是他传承着拾金不

昧的优良美德。 比

10

岁孩

子年长的人更清楚道德是非

的评判标准， 而拾到财物后

“交给警察叔叔” 的无名英

雄能有多少？ 在加强精神文

明建设、 强调构建和谐社会

的今天， 我们应当思考一下

向这个

10

岁的孩子学习什

么。

请认准新区新世纪广场店，本店新区老区暂无一家分店

新潮美发沙龙

新潮美发沙龙酬宾第二季
燃情 7 月 狂欢夏季

盛夏———一个充满激情的季节

一个眼神即可把激情点燃

一缕发丝即可拨动情人的心弦

贵宾卡：预存 300 元，送价值 260 元的护发倒膜一套

（1000mm），会员卡免费，持卡烫染 7 折优惠

翡翠金卡：预存 500 元，送价值 360 元的高档冰疗一

桶（1000mm），会员卡免费，持卡烫染 6 折优惠

钻石金卡： 预存 1000 元送价值 480 元的高档冰疗一

桶（1000mm），会员卡免费，持卡烫染 5 折优惠

电话：13939284398� 3297988

地址：新区新世纪广场东区步行街检察院小高层住宅楼西门对面

离子烫拉直 49 元 抛光离子烫拉直 60 元

烫卷 60 元 颜色 38 元

隐形蓬松头顶 38 元

特价项目

VIP会员加盟

邓玉娇读研你着哪门子急
� � 日前， 曾经的“打虎”名

人，中科院植物所教授、博导

傅德志宣称要收邓玉娇为自

己的学生，并说“这研究生我

招定了”。

(7

月
4

日《 南方都市
报》

)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质疑

的：与植物学没有多少交集的

邓玉娇，有成为一名植物学家

的潜质吗？ 结论是：邓玉娇还

是不读研为好，傅德志应帮助

邓玉娇达成学习电脑技术的

心愿。 而邓玉娇家乡

(

湖北

)

的

某网站， 表现得就更为“积

极”。

一篇帖子以“莫要打乱邓

玉娇平静的生活”为名，恶意

揣摩傅德志收邓玉娇为学生

的动机：“傅德志的脑袋瓜看

起来是进水了， 实质非常精

明，经过如此炒作，即便不能

如愿以偿， 至少在公众心目

中， 我傅德志是疾恶如仇、爱

才心切之人， 出出这样的风

头， 时机恰当， 不需任何成

本。”甚至认为：如果相关方面

不能保证邓玉娇拥有一个平

静的生活环境，“下面很可能

出现有人注册‘玉娇’牌内衣

商标，现实告诉我们，这种可

能性太大了”。 真是令人啼笑

皆非！

在傅德志一方表现出足

够的诚意之后，是否来京学习

或工作，最有发言权的是邓玉

娇。倘若一个有诚，一个有意，

不失为一桩助学的佳话。在邓

玉娇本人尚未表态，甚至不知

道傅德志其人其事的时候，你

着的是哪门子急？

事实上，傅德志决意要招

邓玉娇为自己的学生，并非心

血来潮。在经费和教育资源等

方面，他都有完整的计划和安

排： 植物分类学家杨永教授、

古植物学家王祺教授等专家

学者，准备开“保护生物学”方

面的研究题目，计划争取

5

年

内拿到硕士学位

(

其间用

3

年

~4

年时间用于恶补高中、

大学普通教育课程，进修学位

课的大学已做了选择；然后用

1

年

~2

年时间做硕士研究生

论文

)

，

8

年内拿到博士学位。

要说帮助邓玉娇达成学

习电脑技术的心愿，与傅德志

招邓玉娇为学生并无冲突，读

研只是后话。 要说出风头，傅

德志因“虎照”事件接受包括

CCTV

在内的各大媒体的专

访，风头一时无出其右，虎照

打假最终水落石出，舆论普遍

认为傅德志居功至伟。至于那

些恶意揣测和攻击，或许戴着

有色眼镜，正午的太阳看上去

也是灰暗的。

“让不让邓玉娇自由地到

北京检查身体、学习、工作甚

至来散散心，是检验邓玉娇是

否真正获得自由的试金石！ ”

傅德志的话掷地有声，也许是

遭人嫉恨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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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报怨是一种崇高的境界

� � 商户在店铺门前临时卸

货，竟被城管以“店外经营”为

由将货物暂扣，并且没有出具

暂扣单据。 城管自称，他们在

执法时， 群众向着他们很少。

（见本报

7

月

8

日

03

版）

为什么群众不支持“为人

民服务”的城管，为什么城管

总是“出了气力惹人厌”呢？在

这件事当中，我们暂且不谈是

商户违规经营还是城管执法

不公，单从群众与城管如此对

立的程度看，难免为城管的执

法难度捏了一把汗。在执法为

民的理念下，这种对立不利于

城管执法。城管执法是市民观

察、认识、了解执法队伍的一

个窗口，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代

表着执法人员的形象，但在这

个窗口上，人们时常看到的却

是动辄出口骂人、 出手打人，

砸毁抢夺违章经营者的物品

等情形。这些现象不仅破坏了

人们对执法者的信任，而且他

们的行为更践踏了公民的尊

严， 引起公愤也就不足为奇

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管的

粗暴执法比制造“脏乱差”的

小商贩更让人痛心。

鉴于城管执法中存在的

诸多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解

决，有人曾提出使用电子监控

等方式替代城管执法。笔者认

为，采取相应的对策只是一个

方面，更为主要的是城管执法

人员要反躬自省，并拿出切实

可行的管理规范， 依法行政、

文明执法。只有你的行为叫人

尊敬， 受到群众普遍拥护，才

能彻底改变人们现有的看法。

群众为啥不向着城管
□

张凯培

网络胜过亲爹妈？

□

小乔

成都一个

12

岁的孩子在小升初考试中，写了一篇题为《网络胜过我爹妈》的作文，用灰色的笔调涂抹出了自己内心的不快

乐。 经了解，评分老师给了低分，主要是因为文章立意不够积极。

(7

月
1

日《 现代快报》

)

在父母的忽略、不良的风气中成长，能够通过网络自我调节，能够在苦难中悟出生活的真实，其实也不容易了。 毕竟，哄得

了一时，哄不了一世。 没有“立意”，却见“利益”，以利益看来，所以网络胜过爹妈，至于究竟是网络胜过爹妈，还是爹妈胜过网

络，那主要是爹妈的问题。

□

西风

□

李崇

� �

10

岁的王英杰在路边捡

到

1

万元现金后直接把它交

给了警察。

（ 详见本报
7

月
1

日
02

版《 拾到
1

万元现金之
后》） ；

另外一边却上演着极

为丑陋的一幕： 在山城区汤

河街上， 两个妇女因捡到

20

元钱分配不均而大打出手，

直至双方都受了伤后才各自

离去

。 （ 详见本报
6

月
30

日
02

版《 捡钱分不均，两人当街
互殴》）

同样是捡到钱，不同

的是， 一边是要做“无名英

雄”的

10

岁孩童，一边是为

20

元利益厮打的大人， 鲜明

的对比， 不禁让笔者为这两

位大人感到羞耻。

拾金不昧作为一种传统

美德、 一项取得广泛社会共

识的基本道德规范， 一直在

潜移默化中不断传承。“拾金

不昧”可以说是反映一个人、

一个单位和一个地方道德水

平的一面镜子。

作为最起码的社会道德

底线的“拾金不昧”，在我们

物质文明如此发达的今天为

什么会被人轻而易举地放

弃？ 在放弃它的时候我们还

丢弃了什么？ 不可否认，因部

分人道德的缺失， 导致现在

社会崇尚“金钱优先” 的观

念，社会公德被践踏。 在一些

不良风气影响下， 很多人迷

失了： 究竟是应该随波逐流

还是应洁身自好、 坚持心中

的那份美好与纯真？ 或者说

在现在的社会上， 我们应该

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

对

?

也许里面的大道理小英

杰知道的并不多， 只是一个

很简单的理由“我想做无名

英雄”， 但是他用实际行动

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笔者认为， 人人守住心

中的底线， 从自身做起， 树

立良好的公德意识， 提高自

身素质， 是社会形成良好风

气的前提， 只有这样我们的

社会才会更和谐。

金钱是一面镜子

我们向孩子学习什么
□

陈志付

漫画：春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