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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与子孙抢公交
是在做利他利己之事

关爱老人，是项美德。在公交车上，年轻人为
腿脚不便的老年人让个座，实在是小事一桩，也就
是起个身抬个腿的事。当一个小小的社会习俗被
突然提及并且被媒体放大，人们发现，公交车让座
不过是由部分人的修为而产生的生活习惯，一种情
不自禁的行为。于社会的和谐社会而言，也是一个
很小的元素。一个城市，就是多出一些人给老年人
让座，也并不意味着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产
生某种误读，主要在于现今社会的德行标准太低。
但即便如此，也要另外指出，不给老人让座的社会，
整体道德水平一定是更低，不给老人让座的人，修
行一定是更差。

社会的普遍温情，是由各类人群的相互理解及
互动行为而形成的。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我好，
我才会对你好。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在实际
生活中，应是年轻人要有年轻人的样子，老年人要
有老年人的样子，相互尊敬才行，相互的行为得体
才好。年轻人给老年人让座，不算啥，从个人权益
的层面来说，年轻人并无丝毫的折损，但这一举动
显然不是必须的，已经主动做到了必须，老年人有
个笑脸，有声谢言，也不是什么负担。反倒是昂然
入座，一脸的麻木，显得为老不尊。这样的行止，倒
也值不得去谴责，但总归是不好。

老年人能够去晨练，是件好事，体现了老年人
强盛的生命力。但是，老年人不应狭义地看待晨
练。大清早的，不与年轻人抢公交，上下班高峰时
候，让出这个时间，晚一会儿出门，影响不了锻炼身
体。一个很小的举动，社会资源的分配就得到优
化，老年人也会得到其他社会成员更多的尊重。与
所有人都有利之事，何乐而不为？

社会学在对年龄歧视这一概念的解释里，年龄
歧视正是以把老年人看做是孤独寂寞、依赖性强、
感情不稳定和身体不健康的旧框框为基础的。诚
然，一些老年人适合这种描绘，正如一些年轻人一
样。但社会调查表明，那个老框框在多数情况下是
不真实的。在一个尊老的社会里，老年人常被视为
智慧之源，他们的言行能够影响到孩子、年轻人、中
年人，影响到男人及女人。就近买菜，错峰晨练，这
是在做符合自己身份之事，在做于家庭而言平安和
谐之事，这样的老人既是聪明的也是可爱的。做这
样的事，在于人的一念之间，对于社会来讲，却是在
做功德之事、利他之事，这也是在做利己之事、儿女
安心之事，一个城市文明之事，一个银发群体广受
社会敬重之事。 今 语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11月9
日发布2011年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调
查及市民公共场所文明行为观测数据显示，
98%受访者能主动给老人让座。与此同时，一
则“国子监胡同老人晨练不与子孙抢公交”的新
闻也在北京引起一片热议。（11月11日《燕赵都
市报》）

最近，接连发生的几件事让人颇
为感动：江苏学生徐砺寒不慎弄坏了
他人轿车，等车主半个小时后，留下一
张道歉及赔偿联系的小纸条；武汉一
餐馆突发大火，食客和店员迅速撤离，
让店主想不到的是，大火扑灭后，一些
食客返回埋单；山西胡丙申任职局长
时曾为19家企业和个人借贷69万元
提供担保，后来有的企业因经营不善
倒闭无法还贷，胡丙申退休后靠做小
生意等赚钱累计替人还债39万元……

一张小小的道歉纸条，不但令车
主“无比感动”和“极度震惊”，而且也
让人感慨万千：在这个孩子身上，我
们看到了诚信，看到了人性的美好。
而一连串感人的后续也表明，社会其
实并不缺乏美好，只是很多时候我们
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也只是停留于
瞬时的感动，却没有将其转化为行动
的推动力：被撞车主感动之余主动不
让徐砺寒赔偿，一家修车行表态愿意
免费为受损车主修车，这些正能量的
传递，何尝不是一种道德的激励和自

省，一个中学生能做到的，我们为什
么不能做到？

审视当下的现实，人们时不时地
陷入信任缺失的窘境，困在风雪中，
有人免费送饭，司机却连车窗户都不
敢打开；老板做慈善，人们也要戴着
有色眼镜猜测，他们是否在炒作；一
些公共事件的及时辟谣，也会招来毫
无根据的否认……信任的缺失，所带
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对什么事都怀疑，
进而拒绝真相和事实；间接的后果就
是加大了社会交易成本，导致每个人
都得为失信付出一定的代价。

但不管如何，一个社会总是有基
本的公共价值，总是有积极向善的力
量。因而，留纸条的中学生、返回埋
单的食客、替人还债的局长，还有那
位捡包后风雪中苦等 10 小时拒收答
谢金的环卫工，闪耀着的不仅是人性
的光辉，更多的是对社会诚信的构
建，对社会公序良俗的衡量。他们犹
如一杆标尺，丈量出了诚信究竟能带
来多大的感动？更进一步，在感动之

余，我们当反求诸己，作为个体，对道
德诚信的追求，应该是不断向上。而
正是每个个体的道德向善、以诚待
人，才构筑了整个社会的诚信大厦。

难能可贵的是，包括现实中不断
涌现的“最美教师”、“最美司机”、“托
举哥”、“诚信油条”，人们都会发现，
在社会的各行各业、各个阶层，总有
坚守诚信的敢于担当。从官员到打
工者，从教师到学生，从豪车车主到
普通食客，他们每一个都是“路人”，
但都不约而同地用自己的行动，阐释
了诚信的价值无量。

诚信不仅关乎个体的道德，而且
关乎城市的精神，社会的价值取向。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城市将诚信明
确写入城市的精神，而“建立健全覆
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更是从国家
层面强调诚信建设的意义和重要
性。有了众多个体的诚信坚守，再加
上社会不断凸显的对诚信的价值取
向，相信一个人人守信的信用社会很
快就会实现。 李 龙

实现“三个公平”
要抓住“源头”

实现公平正义不只是追求结果的公平，也应
该追求起点的公平。起点的公平当然也不是绝
对的公平，家庭出身、先天禀赋、文化背景等等因
素都是一个公民无法决定的，政府的责任不是去
消灭这些差异，而是如何通过公共政策保证——
每一个公民不管出生在怎样的环境下，都享有同
样的公民权利；不管其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都能
够获得基本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都享有公平
的发展机会；不管有没有特殊背景，每一个人都
有机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人生竞赛，实现自己
的事业成功。

检视当下的社会现实，不难发现，中国社会
当然不可能重回“均贫富”的老路，回到“共同贫
穷”的时代，而当下的“不均之患”、如何实现社会
公平正义，确实又是大问题。只要我们善于从源
头解决公平问题，去追求和维护“权利公平、机会
公平、原则公平”，很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如城乡二元体制之下，制造了城市居民和农
民双重身份，城乡之间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基
础设施等等方面存在分配不均，这不但直接影响
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而且也影响着农村孩子
们的发展机会，也导致了农民工进城难以享受市
民待遇，异地高考等等问题。

另外，因为国有和集体土地之间权利的不平
等，广大失地农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并未充分
享有土地增值的红利。在养老方面，除了城乡之
别，还有企业和公职人员等养老的“双轨制”。民
营资本要想进入一些被垄断企业把持的领域，还
会遭遇多道“玻璃门”。因为权力运行不够透明，
近年来还出现了阶层固化的趋势。

这些问题无不和“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
公平”相关。近年来，我国在实现社会公平和正
义方面，也取得了很多成绩。如人大代表选举城
乡同票同权，城乡社保体系加快建设，很多地方
也开始向外来人口开放户籍，等等。

这次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完善城乡
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
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快改革户
籍制度”等等。这一系列的承诺，均体现“三个公
平”的主旨。

除此之外，十八大提出，建立“权利公平、机
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
体系，也进一步明确了这是公权力义不容辞的责
任。为社会提供“公正”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
能。这要求政府依法保障公民的各项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公正，而不是像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那样
以各种借口侵犯公民的利益，而且，这也要求梳
理有关法律制度，从立法层面，消除各种不公。

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改革举措，更多立法修
改，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从源头上解决公平问
题，更加注重起点的公平，社会就会更有活力，人
民也将生活得更加幸福而有尊严。 刘 举

安排残疾人就业
奖励比惩罚更有效

残疾人与健全人一样，享有法律赋予的平等就
业和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或收入等权利。同样，
他们渴望融入社会，展现自我，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
值。但一直以来，残疾人就业面临着诸多困境，不少
残疾人就业中被边缘化。

虽然，在一些法规和政策中，我们有“按比例安
排残疾人就业”的制度安排，即用人单位必须拿出
1.5%~2%的岗位聘用残疾人，如果招聘了残疾人，该
单位可以享受不同额度的社保、岗位等补贴及税收
优惠，而不愿或不适合招收残疾人的单位，则要按人
头差额缴纳不菲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但长期以来，招录残疾人就业的优惠政策，在不
少地方都只是出现在文件中，缺少详细的实施办法
和真金白银的支持。去年，就有报道说某地财政困
难，无力支付企业招录残疾人就业的补贴，而政府的
失信，导致企业招录收残疾人的积极性下降，并引发
连锁反应。

进一步看，一方面很多省市残联收缴了巨额的
残保金；另一方面残疾人就业工作推进艰难。单纯
的用惩罚性收费来保障残疾人就业，这条路越来越
难走。特别是，在我国目前有“90%的企业不安排残
疾人就业，宁愿选择长期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而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则
更低，残保金数额虽然越来越大，但实际上却替代了
残疾人就业，更不利于推动残疾人就业。

其实在许多时候，政府和公共机构管理社会事
务，奖励比惩罚有效。用人单位不愿意安排残疾人
就业，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的优惠政策，不足以补
偿用人单位付出的成本。而如果政府优惠之外，另
有丰厚补贴，将能更多抵消用人单位所付出的成
本，加上残疾职工本身所创造的效益，用人单位的
压力可大大降低。此次，北京安排残疾人就业的优
惠补贴出台后，一些用人单位已表示将对残疾职工
扩招。

当然，在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中，还要明确各
级行政机关、事业单位须带头依法安置残疾人就
业，为国企和私企做出表率。同时，还可以采取政
府奖励，以及政府购买服务、购买公益岗位等的形
式，做好残疾人的就业和相关的劳动技能培训，为
残疾人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切实解决残疾人的就
业问题，充分保证残疾人的生存权利和追求幸福生
活的权利。 沈 峰

菜贱伤农的怪圈
并非不能打破

这似乎已成为积重难返的悖论式结果：无论
农民煞费苦心地选择何种农产品种植，都可能面
临种前贵如金、种后贱如土的厄运。在现代社会
当中，农民不仅收入与知识水平相对较低。更为
糟糕的是，他们处于价格博弈和信息获取的双重
劣势，总是被瞬息万变的市场造化弄人，而松散的
个体又无法获得价格制定的主导权，利润大半被
流通环节吞噬。于是到了市民那里，虽然为翻了
几倍的农产品埋了单，但农民却从中收益不大。

农产品的滞销，暴露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农
产品流通体制存在弊端，由于农民难以参与流通
环节，农业生产与城市消费者之间存在巨大信息
隔阂，农产品流通环节存在巨大利润，农民却分享
不到。而这一农产品波动周期，菜贱、果贱伤农的
怪圈并非难以打破。

而在国外，农民的地位则要强势得多，例如，
韩国的农民都加入农协，农民收获农产品后，会把
这些菜拉到各个加工车间去，加工以后，农协又在
城市设了很多超市，每一年这些超市大概要卖多
少，量很清楚，所以不会盲目地生产。

农业合作组织介入到流通销售端渠道后，无
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市场议价权，增强农民
自主性。而在我国，农协之类的合作组织发育仍
然不成熟，农协能参与到零售终端的更是少之又
少。不过近年来，在北京等城市，出现了一些农产
品产地在城市政府的支持下直接进城开农产品超
市的做法，这无疑是个应大力扶植的模式。

在鼓励农民参与农产品流通环节，大力推动
农超对接的同时，其实政府还通过其他方式打破
产销的障碍，如何尝试发展城市社区消费合作社
模式，让城市社区居民可以直接从农民手中批量
购买农产品，通过产销直接见面，抑制中间商乱用
定价权。如，开放更多社区市场，让农民可直接进
行卖果卖菜，对于农民自发进城卖菜的车辆，降低
门槛给予放行，等等。

农副产品不断出现滞销，伤害了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也伤害了农业的未来，对此，政府需要拿
出更多的政策手段，与农民携手，改变农民在农产
品产销中的弱势地位。政府要将其作为三农建设
的破冰之举，像补足农民社保、教育欠账一样，全
面改变农民的信息和公共服务获取弱势。鼓励农
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也应该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出
的“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毕 舸

近日各地又陆续出现农产品滞销现象，甘
肃、陕西的水果滞销，广西、山东蔬菜滞销……
农民辛辛苦苦忙了一年，结果还倒贴本。有伤
心的农民为此放出狠话：明年宁肯让地荒着。
(据央视新闻周刊)

“不配谈爱”隐喻记忆残缺的青春

“11·11光棍节”前夕，记者走访
了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科
技大学等多所高校，随机调查了341
位大学生的恋爱状况发现：四成来自
农村的大学生，在恋爱问题上缺乏主
动，直呼“不配谈爱”。（11月10日《武
汉晨报》）

“不配谈爱”，不配二字，所显示的
是焦虑心理，有了不配，才有了不敢。
这就是严酷的现实：一个学子，父母好
不容易把他供上了大学，入学贷款没
有还，家里也因此欠下了一屁股的债，
他哪还会觉得自己有资格谈恋爱？恋
爱之事，在这种没有诗意只有惶恐的
情境下，只能是件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哪个少女不怀春？这句话的下半
句是：那个少男不钟情？处在青春期
的学子们，都渴望爱恋，这既是一种正
常的情感，也是健康的情感。而且，多
数情况下，这种钟情，这种爱恋，会转
化为他们学习上的动力。但“经济上
没独立”、“觉得自己没能力给对方幸
福”的处境，却让他们在钟情、爱恋面
前望而却步。

“不配谈爱”、不敢去爱，意味着这
部分学子所拥有的青春，是残酷的青
春、记忆残缺的青春、不完满的青春。

他们应在人生的这一阶段得到的东
西，因家庭生活的某种困顿而没有得
到。他们得不到青春的赐福，就只能
添一层生命的缺憾。

穷人家的孩子早懂事，早当家，比
富裕阶层的子女更少一些于己不能的
非分之想。谈恋爱会增加开支，会给
家里人增加负担，不能去爱心仪的女
性，这在无形之中就强化了部分学子
的自卑感，弱化了与他人交往，包括和
一般异性交往的能力。往远处说，一
路自卑下来，自信心不易建立起来，势

必影响其踏入社会后做事能力的
扩展，影响其职业上的发展。

说到底，四成农村大学生自
认没资格谈恋爱这一现象，所彰
显的还是沉重的社会问题。这里
面有因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城乡
差别问题，有愈拉愈大的贫富差
距问题，他们的同一个指向是民

生的不易、民生的艰辛。它给这部分
学子造成的心理伤害、人生痛苦，在短
时间内真的是不好化解。或许，他们
只有在以后能发挥好自身创造力的条
件下，人生的此项不圆满，才能得到部
分补偿。从另一个方面说，虽然他们
中有的人一时会感叹“生于泥土的我，
养不起爱情的花”，但人生挫折感、失
败感则可能激发他们在未来的创造
力，这种人生的正能量则也可能使他
们的青春得到升华，最后真正找到爱
的归宿。 伊 文

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
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
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
系——十八大报告关于社会公平的表述，引
发会内外的关注与讨论。

为鼓励企业招录残疾人，北京市残联11月
9日对外发布《北京市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
业岗位补贴和超比例奖励办法》和《北京市扶
持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实施意见》。新政
实施后，一位残疾职工，最高可以为单位带来
每年1.1万元的政府补贴奖励；用人单位录用
精神残疾人最高补4万/人。(11月10日《新京
报》)

小学生救人因纯真而动人

听多了“救助摔倒老人反遭讹诈”
的负面信息，一些成年人在面对需要
救助的人和事时，可能会掂量再三，甚
至要考虑一下风险系数。不同于成年
人的犹疑，孩子们没有受到“负面信
息”影响，需要“出手”时就毫不犹豫地
伸出双手。她们的救人逻辑很简单：

“父母和老师平时就教育我们，看见有
人摔倒，一定要去扶。”正因为简单、纯

净，小姑娘们救助摔倒老人的故事才
格外打动人。

我们在被这个故事温暖感动时，
不需要把救助者的身份标签化。施救
的是 8 名小姑娘不假，但打动人心的
并不仅仅因为她们的小小年纪，更在
于她们出手相助中的平凡与善心。要
知道，善举从来都不应以“伟大”的面
貌存在。

今年 4 月，天津的哥马志刚因拒
收一位盲人的车费走红网络，拒收车
费并不是因为马志刚要做一个“伟大”
的人，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挣钱比盲
人容易”。随后上车的乘客坚决要多
付钱给马志刚，因为他觉得自己挣钱
比的哥容易。

从“我不伟大”的的哥到救助摔倒
老人的 8 名女童，他们都可谓平凡的

好人，做着一些琐碎的善举。而诸如
怜悯与关爱，同情与互谅，其实是每个
人都可以释放的品质。

遗憾的是，很多人有意无意把自
己装进了一个冰冷的壳里以求自我保
护：做好事怕诬陷、讲诚信怕吃亏，思
虑过多不过都是怕受到伤害。可事实
上，美好的事情从来都不缺少，只是我
们对“坏消息”更敏感而已。而当我们
敏感于“坏消息”的教训时，心中的善
念也就变得懦弱起来。

作家约翰·肖尔斯说，“所有失去
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当太多
人感叹我们身处的社会道德水准沉沦
时，这些平凡人的平凡举动告诉你我，
善和爱从不曾离去，他们更教会我们
如何勇敢地释放心中的善念。

陈 方

近几日，重庆8名小学女生的善
举被广为传颂。放学路上，这8名小
学生遇到一位老人摔倒，她们没有顾
忌没有犹豫，上前救助。媒体在报道
此事时，称赞她们的爱心“纯真无
邪”。

毕业学生面对这样的怪题为什么会手足无
措，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教育没有跟上时代的潮
流，我们的教育依然在传统思维中徘徊，我们的
教育没有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探索思维

能力。我们之所以认为面试题怪，是因为我们
的教育思想太呆板，是因为我们传统教育下的
学生不适应现代就业需求的思维能力。

殷建光 文 罗 琪 图

据媒体报道，阿
兵大学毕业，学的专
业是软件编程与应
用。前些天他去合
肥市庐阳区一家企
业应聘程序员，一轮
面试下来，前面几个
专业问题感觉还不
错，不料最后一题面
试官抛出：“怎么知
道合肥有多少猫和
老鼠？”阿兵一时无
语。(《新京报》)

面试
怪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