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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经济犯罪与“文化”
勾结，形式越来越复杂。这起
以骗贷为标的的经济案件骗
术实在太“高”，既然黄金有价
玉无价，玉的价值由专家说了
算，一起好莱坞电影式的骗局
便在现实中上演。

二则，专家胆儿也忒大、
心也忒黑。促成这起骗局的
前提，是 5 位著名文物鉴定专
家白纸黑字的签字。已经出
土并且“验明正身”的金缕玉
衣总共没有几件，也都有档案
可查。这两件玉衣身份是否
合法，稍查即知。如果不合
法，知情者首先要向有关部门
告知信息，然后提请论证。作
为专业化和职业化程度很高
的全国著名文物鉴定专家，面
对这两件所谓的金缕玉衣，隔
着玻璃、不作任何技术检查就
轻作判断，行径颇似“老千”。

“老千”是为骗钱，专家所为何

哉？几万、几十万元的鉴定
费？“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显
见这老话如今已在一些人的
脑海里荡然无存。

可以肯定，此番“金缕玉
衣”一案，对文物鉴定行业的
信誉影响至深。也正因此，相
关部门需要痛定思痛，彻底反
思，对我国民间文物鉴定的法
律规范和监管进行商讨，对有
关鉴定专家的资质、鉴定程
序、法律责任予以严格规范。

有则才有守，文物鉴定行
业亟待强化规则。行规是约
定俗成的职业守则，蕴含着职
业道德，是一个职业成熟、完
善的标志。已故文物专家单
士元就曾说过：上世纪20年代
以来，中国文物界一直有个不
成文的严格行规，即从事研
究、鉴定的文物专家不得从事
收藏，以防学术失范。恪守道
德成为美谈，偶有“湿鞋”者也
会成为反面教材。同样，针对

正在兴起的民间收藏和鉴定，
法律法规的空白，是失控，也
是大隐患。

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不
少个人、企业希望丰富投资渠
道。这也使得民间收藏和鉴
定日渐活跃起来，专家们的民
间影响力也逐渐增强。因为
文物鉴定的标准和话语权掌
握在少数有专业知识的专家
手里，专家们将直接影响着投
资趋势、经济行为和市场秩
序。虽然，相信绝大多数专家
能恪守职业道德，但缺乏法律
的约束，“相信”也会打折。如
果具有重要学术身份的专家，
热衷于民间的有偿鉴定，让学
术活动变为商业活动，其患无
穷。这些，都应有法规的约
束。否则，巨大的经济利诱
下，从业人员良莠不齐，乱象
丛生，最终伤害的还是整个行
业。 任 语

“报复性腐败”
折射出荒唐现实

用贪污公款的方式来报复单位和领导，多
么荒唐可笑！但是，彭光伟的行为却必须引起
我们高度重视。

目前，在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待遇、福
利待遇，各种住房、专车配备，实际上都是与官位
挂钩，官大不仅权力大，而且荣誉多，说话分量
重，福利待遇好，这迫使公职人员千方百计谋取
一官半职。然而，官位毕竟有限，更多的公职人
员不得不处于金字塔的下层，无法享受相应的公
平待遇，他们即便不会采取“报复性腐败”，也会
消极怠工，影响工作效率。所以，“报复性腐败”
给我们第一个启迪就是，能否建立合理的公职人
员贡献与待遇挂钩的机制，让那些在体制内升迁
无望的公职人员，也能得到相应的待遇，不再“千
军万马过独木桥”，挤上当官这条不归路。

时下，用人机制存在的弊端还很明显，官员代
际权力继承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据近些年媒体
披露，机关单位为官员子女量体裁衣、搞“萝卜招
聘”，“官二代”年纪轻轻就登上权力宝座的事件越
来越多。一些地方官员罔顾程序，或者设定有利
于自身的程序，通过走形式大肆提拔自己的后
代。彭光伟的领导表示，“也曾多次考虑过他的任
职问题，只是他时而努力、时而松懈的工作态度，
以及为人处世的做法，让领导不敢重用他”。这话
是真是假我们并不清楚，但一些领导眼中的所谓

“为人处世”，其实就是会迎来送往、吹牛拍马，如
果不懂不会这些东西，就是不会“为人处世”，自然
得不到提拔重用，这样又怎么能服众呢？“报复性
腐败”给我们第二个启迪就是，要建立公平、公正、
透明的用人机制，通过民主方式选拔人才。

彭光伟觉得自身踏实工作却屡屡不能获得
升迁，那么，他为什么不通过正当的途径向上级
机关反映，却采取贪污公款这种方式来“报复领
导”呢？我认为，这也跟我们官场风气不正、领
导一言堂和权力不受监督与制约氛围有关。我
们看到许多腐败分子在落马前，举报人向上面
控告，历经九死一生，举报信还往往转到腐败分
子手中。总而言之，我们并没有建立一个顺畅
的途径，让公职人员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让
他们能向上反映问题而不受打击报复。彭光伟
大概也深知这种恶劣的官场环境，他不敢采取
向上反映、举报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只能用腐
败方式来进行报复。这也给我们第三个启迪，
必须建立公职人员权利保障机制，让公职人员
能对抗来自上级的违法违纪行为。 杨 涛

最需要的“扶老指南”
不是技术

卫生部9月6日公布了一系列针对老人、孩
子经常遭遇的几类意外伤害制定的干预技术指
南。其中《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一石激
起千层浪。原因大约在于，这份“技术指南”告
诉人们，遇到老人跌倒，“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
况进行处理”。

单就技术层面而言，老年人摔倒如何处置，
不同疾病确有不同要求，轻率扶起或挪动身体，
甚至还有可能适得其反。有这样一份“指南”，家
有老人的子女可以预先了解，储备相应知识；学
校社区也可以循章科普，让学生、居民都能在遇
到老人跌倒时，把救助帮扶的好事做得更在行。

在轰动全国的南京“彭宇案”过去5年之后，
今年夏天，随着再次重演“救人被讹”套路的天津
许云鹤案，以及相继发生在深圳、武汉、福州等地
的老人摔在地上无人敢施援手，甚至造成老人就
此死亡的个案被曝光，江苏南通最近又发生了司
机救助老人反被诬为肇事者的案件，“老人跌倒扶
不扶”再次成为牵动公众情绪的一个热点话题。

从医者应该都知道，用药时机不当，再好的药
方，都可能收效大不同。卫生部此时推出这项意
在减少意外伤亡的“指南”，不光引来许多嘲讽，还
可能让“扶老”者动作更迟疑，冷漠者更振振有词。

“老人跌倒扶不扶”，原本是个伪命题，并不
值得探讨。从道德层面说，几乎没有人对路遇
伤病者应及时施以援手持否定意见。纠结只在
于，扶了之后，会不会有让人不能承受的后果？
谁家无老人，谁人不变老？正在快速步入老龄
化的中国社会，面对着一连串“见老不救”的冷
漠事件，显得格外脆弱。

这样的社会心理纠结和焦虑，源于确乎存
在的个别“碰瓷”谋生群体、普遍缺少诚信的社
会基础，以及司法机关在彭宇案、许云鹤案中

“疑罪从有”的断案思路。
路遇危难伸手相助，原本属于道德范畴。但

在今天，人们更多寄望于法律能在惩恶扬善、保
护主流价值观念与社会道德基础方面有更大作
为。彭宇案、许云鹤案却恰好相反，充当了一次
道德衰退潮流的最大推手。如今，相比于卫生部
的“怎么扶”，眼下心理已过度敏感和脆弱的人们
恐怕更期待司法机关能够坚定地表达对于“扶”
的支持，告诉整个社会：如果身边有老人跌倒，不
要犹豫，不要吝惜伸出你的手。对弱势群体的倾
斜，毕竟要以遵守法律、维护社会正常运行秩序
为底线。对于极少数有失诚信的受援助人、职业
碰瓷者，何妨予以重罚。 泓 冰

没了自然
怎能和谐？

许多成年人的儿时记忆里，无论是胡同平
房，还是楼房大院，都总有浓荫遮蔽，出城不远就
有菜地、水塘，树枝、昆虫都是玩具。而近年以
来，疯狂的房地产吞噬了乡村和原野。现代儿童
已经被电视、手机、电脑等等电子产品包裹，他们
所能体验的户外活动的场所大概也就是人工化
的小区和公园了，对于大自然的体验越来越少。

没有从小建立起与自然的连接，培养儿童热
爱自然的意识，又谈何教育他们环保呢？对于自
然的陌生，导致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症状，包括
儿童肥胖、注意力紊乱、孤独、抑郁、愤怒等，而对
他们一生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

受到自然缺失影响的，不仅仅是儿童。许多
成年人的亚健康状态也与脱离自然有关。人们
回归自然的成本越来越高，城市的不断扩张导致
荒野、乡村逐渐消失。健身常常只能选择昂贵又
封闭的健身房，紧靠繁华主干道的一小片空地，
尽管尘土飞扬也被珍惜地拿来跳舞，无奈地妥
协，想吃个农家饭必得驱车几十公里。

人的社会属性越多，就越浮躁，需要用自然属
性来平衡。如果能还大家一个鸟语花香、山清水
秀的生活环境，许多心理问题也许都能得到解决，
我们的社会也会更加和谐。 庄 媛

商务部昨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8月29日至9月2日当
周，由于节前食品加工企业
肉蛋采购量增加，鸡蛋零售
价格和猪肉批发价格双双创
下年内新高。

数据显示，全国鸡蛋零
售价格当周比前一周上涨
1%，涨幅环比持平，达到每
公斤10.31元，自6月底以来
连 续 第 10 周 刷 新 年 内 新
高。猪肉价格经历了7月短
暂回落后，从 8 月中旬开始
再次上扬。上周猪肉价格环
比增长 0.4%，达到每公斤
26.32 元，突破此前的高位
26.15元，创下历史新高。统
计局上周公布的数据也显
示，8 月下旬猪后腿肉和五
花肉的价格也继续攀升，分
别为每公斤31.38元和30.37
元。 焦海洋 绘

小鬼难缠，出“保护牌”下策
“保护伞”通常是隐形

的，这“保护牌”可是金光闪
闪的，虽不比御赐金牌，但毕
竟“是县政府发的”，其牌头
还是靠硬的，不是画符镇鬼
的一张薄纸，所以招商引资
企业都在乎它，连下面的员
工都因此说话有了底气。就
像相亲有讲“非诚勿扰”，来
我店检查得非“准”勿查，必
须经县委、县政府批准。而

发“保护牌”的初衷，确实也
是当地政府为保护招商引资
企业的合法权益。

“ 为 了 驱 鬼 ，借 助 钟
馗”。这块“保护牌”似乎向
人们昭示，这个地方的投资
环境并不怎么尽如人意，想
吃唐僧肉的白骨精想必有不
少，人生地不熟的外来投资
商就怕这个，于是到招商局
领块“保护牌”，以图驱挡各

路小鬼。一位杭州的老板曾
告诉我，几年前他到某省的
一个镇去考察，当地听说有投
资意向的“浙商”驾到，一路鸣
锣开道迎为上宾，一旦等你批
地建厂巨额投资下去了，他就
撒手不管了，什么优惠政策啊、
贷款啊，之前的种种承诺一概
如屁放过，而且最难缠是各路
小鬼，三日两头来“骚扰”你。

怀宁县这块“保护牌”，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
发下去的？发“保护牌”给企
业，只能说明当地政府还没
有转变职能，还缺乏法制和
服务意识，还是停留在以权
代法的施政层面。试问，给
了“保护牌”，就可享受某些
豁免特权，那没有“保护牌”
的企业是否饱受乱收费、乱
摊派、乱检查之扰？

冬 冬 文 张广墅 绘

10万元为什么
败给了8毛钱

“10万元才能治好”的病，8毛钱就搞定了，
这恐怕是医学界的一个奇闻。人们纷纷质疑：
同一个患者、同一个病，换了不同医院，治疗费
用为何如此悬殊？

深圳儿童医院承诺，5个工作日内，对此作
出答复。人们期待此事能有合理的解释。

事情虽然没有最后定性，但治疗费用的天
价差距，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了过度医疗。

看小病、花大钱，不少患者都有类似遭遇。
一些医生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脱离病情
实际需求，给病人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用
药。在这些医生眼里，患者成为牟利对象，百姓
健康沦为其发财的牺牲品。

过度医疗猛于虎。它虽然肥了医生、肥了
医院，却浪费了医疗资源，加重了患者负担，也
败坏了医生形象。最终，加剧了医患矛盾，使患
者对医生失去了信任。

改变过度医疗的现状，需要提高医术医德，
更需要深化医疗改革。让百姓看得上病、看得起
病、看得好病，是新医改的重要目标。

愿以药养医的现象越来越少，愿天价医疗
的个案越来越少，愿10万元PK0.8元的事情不
再发生。 心 心

孩子为啥都是别人家的好
“近日，广州一名10岁女童

开学前跳楼身亡，网帖称孩子的
死因是家长老拿自家孩子跟别
的小孩比较，孩子压力大就跳楼
了。”（9月6日《南方都市报》）

今年年初一篇名为《别人
家的孩子》帖子在网络走红：

“从小我就有个宿敌叫别人家
孩子，这个别人家孩子什么都
好，我恨这个别人家孩子……”

许多人感同身受，认为
“别人家的孩子”就是自己的

宿敌，从小学、中学、大学甚至是
工作以后，“别人家的孩子”总是
在自己放松、要求追求新目标时
适时的从家长的口中出现，或是
具体某家的孩子谁，或是笼统抽
象的“别人家的孩子”。这种变
相的“激励”教育在中国式家庭
教育中代代相传。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孩子
凭借“激励”教育成为别家家长
口中具体的某家孩子，而有的孩
子则自信心和自尊心受挫，引起

心理极不耐烦或逆反的心理现
象，陷入对父母的信任危机，极
端的就如广州的这起悲剧。

其实仔细思考不难发现
这种“激励”的教育方式，所要
达到的目的并不是“孩子好”
而是要“比别人家的好”。有
专家称，这其实是家长的一种
心理偏盲心态。心理偏盲就
像戴了有色眼镜一样，总是对
身边的人和事选择性地记忆
和评判：对身边人的优点视而

不见，对生活中的收获熟视无
睹，凡事爱往坏处想。在这种
心态下，拿自家孩子的缺点和
别人家的孩子优点比，并由此
引发焦虑和挫折感。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特
殊的个体，有长处也必然有不
足，对此，家长应该有一个健
康的心态，尊重差异，善于发
现孩子的优点，要正视孩子的
不足，进而培养孩子的自信
心。 陈琼睿

面对质疑
院士更应当自省

杨宝峰现有的态度叫人失望，这表明他还
没有真正的自省。公众期待，作为一个院士，
一个教育工作者，一名校长，能够用更真诚的
态度来面对质疑，用更理性的行为获得宽容，
用独有的人格和气度来满足社会的期待。

作为“问题论文”的合作者，杨宝峰无法置
身事外。“根本不存在造假，没有根据”的结论
不应由他自己来作出，自说自话永远也取信不
了人。其实，这个时候，他所需要的是，真诚对
公众说一声：“我愿意接受和配合组织的调查，
对自己的行为使行业蒙羞而检讨和致歉，并为
此承担一切后果。”

真正的大师总具有“三省其身”的自省精神。
这一点，季羡林给我们树立了榜样。病中的季老
在新作《病榻杂记》中，以《辞“国学大师”》、《辞“学
界(术)泰斗”》、《辞“国宝”》三节内容昭告天下。他
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
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学术人的风骨不是别人给予，而是自我塑
造的。直面问题才能最大限度挽回形象。时
下，学术界和教育界太缺少季羡林这样的自省
精神。自省不仅是应付危机公关应有的基本
原则，也是体现学术者良心的基本诉求。先有
学术良心才有学术成果，期冀学术形象的重建
之中，有更多学术者的自省，并带来学术风气
质变的春天。于大局计，于个人好，杨宝峰都
应多一些诚实少一些侥幸。 红 红

民间文物鉴定
亟须依法管理

“未经县委、县政府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对企业进行
检查、收费。”这是挂在安徽怀宁县独秀国际大酒店总台的“保护牌”
内容，铜牌上“保护牌”三个红色大字居中，其上一行写着“外引内联
企业合法权益”，末行落款“中共怀宁县委、怀宁县人民政府”。

两件造假金缕玉衣评估出24亿元的天价，促
成一起巨额骗贷案件的发生。日前曝光的这则新
闻，称得上“骇人听闻”，也暴露了民间文物鉴定的
乱象。

如今，相比于卫生部的“怎么扶”，眼
下心理已过度敏感和脆弱的人们，恐怕
更期待司法机关能够坚定地表达对于
“扶”的支持。

彭光伟，原系荣昌县林业局工作人
员，本想通过踏实工作获得升迁，而希望
一次次落空。他的心态从不舒服变为不
满，继而变为仇恨，仇恨单位、仇恨领导，
最后竟用贪污公款的方式进行报复。前
不久，彭光伟因贪污公款23.4万元，被判
刑十二年。(9月7日《重庆晚报》)

日前媒体曝光，“千人计划”入选者王志
国教授因学术论文造假，已被加拿大蒙特利
尔大学免去科研权利，并关闭其实验室。在
论文中与其联合署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哈
医大校长杨宝峰，也因此卷入“造假门”。昨
晚，杨宝峰接受采访称，“根本不存在造假，
没有根据！”(9月7日《新京报》)

出生刚两天的宝宝便秘，在照了十几次
X光、做了100多项检查后，深圳儿童医院作
出诊断：要动大手术，花费约10万元。

幸运的是，家长略懂医学，感觉事有蹊
跷，换了一家医院，开了8毛钱药，宝宝的症
状居然消失了。

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疾病的新名词
也不断涌现。“自然缺失症”便是现代城市儿
童身上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疾病”。症状
诸如：自闭、社交障碍、依赖网络、沉迷游戏
等，他们与自然割裂得愈来愈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