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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反对浪费出现“破窗效应”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政
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这是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建章立制的重要
成果。中央要求，对铺张浪费行为要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维护制度的刚性
约束力，坚决杜绝“破窗效应”。

“破窗效应”原是犯罪心理学中的一
种理论，是指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
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
厉。比如一间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修

补，隔不久其他窗户也会被人打破。
杜绝“破窗效应”，健全法规制度是

基础。中央“八项规定”施行以来，“三
公”消费大幅度下降，人民群众满意度
大幅度上升，取得了良好效果。从中央

“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到会议费管
理新规、贺卡节礼“禁令”，我们已编制
了细密的制度“防护网”，特别是《党政
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出台，
更是防止铺张浪费、杜绝“破窗效应”的

一把“利剑”。
杜绝“破窗效应”，提高执行力是关

键。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如果缺
乏应有的执行力，即使再完善的法规制度
都是一纸空文。也就是说，只要法规制度
得到严格落实，人们的节约意识增强了，
铺张浪费就没有“第一次”，也没有“下不
为例”。提高执行力，重在始终坚持法律
法规面前人人平等，坚持“用一把尺子量
长短”，增强刚性，坚决防止和克服厚此薄

彼，紧一阵、松一阵的情况出现。
杜绝“破窗效应”，搞好监督是保

障。及时有效的监督是提高法规制度执
行力的关键。正确实施监督，能够时时
刻刻让人保持足够的警醒，而不敢有任
何邪念，自觉远离浪费行为，养成勤俭节
约的良好习惯。并把这种习惯融入自己
的血脉，固化为一种精神、一种作风、一
种信念，从根本上铲除“破窗效应”赖以
产生的土壤。 申国华

“试吃”难逃舌尖上的腐败
中粮肉食公司以“试吃”为名行送礼之实，明显属于用

公款送节礼的违纪行为。“中粮肉食公司个别领导人员，无
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中央纪委、国资委党委三令五申，顶
风违纪，性质严重，影响很坏。”国资委纪委监察局称。

“试吃”通常是超市、零食店等商家惯用的促销手段，为
了招揽顾客免费提供小量的食品。然而，就在全国上下深
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时，中粮肉食公司却目无党纪，胸
无国法，顶风违纪，以“试吃”之名，行送礼之实，以为玩弄一
下文字游戏就可以侥幸逃脱党纪国法的约束，以为自己手
段高明就能够在国家反腐肃贪的万里长城边上偷偷扒开一
个口子。可以说，这次查处的中粮肉食公司公款送礼案，虽
然案值并不高，意义却不小。这是中央打“老虎”、也拍“苍
蝇”的实际行动，是将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的主动出击。通
过这次查处，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让那些思想上有所松
动，盼着八项规定是“一阵风”、“大呼隆”、早点过去、快点

“回归正常”的人及时惊醒，早日悬崖勒马，可谓查得及时，
查得必要，查得深得民心。

中粮肉食公司以“试吃”为名，一共送出礼品113份，合
计53788元，每份礼品价值约476元，这和那些动辄几千甚至
几万的天价餐相比，同那些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贪腐巨案相
比，似乎显得不值一提，甚至有人会说是小题大做。然而，千
里之堤溃于蚁穴，不及时堵住这看似不大的漏洞，不及时刹
住这微微邪风，我们的改革事业就可能在这些贪腐中分崩离
析，我们党的威信、政府的公信力就会消弭于无形。

“试吃”背后，折射的既是我们反腐的成效，也是在提醒
我们日后反腐工作难度的提升。今年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对
查处贪腐力度的加大，中央八项规定愈发深入人心。一些平
时“吃习惯了”、“喝舒服了”的人，开始坐不住了，尤其在节日
期间，更是贪污腐败的易发多发期，明的转暗的，暗的转到近
乎于无形，于是，舌尖上的腐败，车轮上的腐败……形式更加
隐蔽，花样不断翻新。我们要时刻警惕以各种名目用国家利
益中饱私囊、用国家资源慷一己之慨的做法，像查处“试吃”
一样，“老虎”、“苍蝇”一个都不能放过。 宋华

好运人应承担
更多的社会责任

公平公正就像太阳的光辉，理应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
享有。公平公正是人类追求的基本价值取向，没有公平公
正，就没有正常的秩序，没有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在当下社会，成功学是一些人所爱谈论的话题。成功意
味着出人头地，意味着混得好。“成功人士总觉得他们是全靠
自己而取得成功”，桑德尔却再次否定了这样的观点。一个
人不可能随随便便成功，他说，每个人的成功，除了自己的努
力，同时还得有社会团体的帮助以及可能有的祖辈恩泽。

在社会学的解释里，社会存在着分层，人生来就面临着
不平等，就缺乏公平公正地获得社会所提供的理想事物的
机会。确定社会分层的是财富、权力和声望。社会不仅把
理想事物给予了那些有才学有能力的人，它还把理想事物
赐予了那些有好运气的人：有好爹好妈的人，有好出身好根
基好背景的人。

钱向来是好东西。钱能带来更多的活法，带来种种幸
运的感受。但是，钱并不是幸福本身，一屋子的钱和幸福之
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桑德尔看来，这样一个原本清晰的
价值观已岌岌可危。原来我们把市场作为一个工具来使
用，给我们造福，然而现在金钱却主导了我们的教育、爱情、
法律方方面面。他认为，人类迫切需要找到方法，寻求一个
金钱之外的、更好的社会价值观。

好的价值观之一，应是社会的公平公正。每个人都有
追逐财富的梦想和权力，但是社会要在制度层面给它的社
会成员以公平公正的机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这里
的道，不应仅是君子约束自己行为的守德之道，好的制度还
应确立约束之“道”，确立公平公正之“道”，使得非君子轻易
拿不走不义之财。

桑德尔说，那些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人，往往会有个习惯，
总忘记自己其实是运气好。可以说，善忘是人的一种本性。
但是，人再善忘，也不能忘记生命和人的本质。运气，是个靠
不住的东西。随着境遇的改变，好运气会变成坏运气。人有
好运气，才更应该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帮助弱者，帮助不幸
的人，这类利他、利社会的行为，往往也是利己的。更不用说，
利他、利社会的行为还会给个人带来更多的好运。 今语

亮出传统文化这张身份证
近日，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的两本书《孔子家语通

解》《论语诠解》火了。11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
期间，到中国传统文化标志地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考察，
他翻阅两本书后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无论如何，研究孔子文化的书籍受到追捧都是一件好
事。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重温孔子文化，汲取儒学精髓，
能让我们对浩瀚的中华文明有更深切的认知，对博大的中
华文化有更笃实的自信。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千百年来滋养着
一代代国人。过去，我们曾以拥有这种影响世界的文化富
矿为荣；过去，我们也曾以否定和破坏这种文化基因为快。
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给予这种悠久而博大
的文化传统更多的关照是多么的必要。

重拾传统文化，是解决现代人精神和道德困境的重要途
径。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民众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
改善，但是物质上的不断丰富，并不意味着精神上的匮乏获
得了同步解决。很多时候，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容易给人们
带来一种精神困境：焦虑、困惑、无助等心理亚健康问题凸
显，过去许多是非明晰的道德问题现在变得模棱两可。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国人的精神家园。越是经济高
速发展的时代，我们越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中华传统文
化，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
究，传承弘扬”，用儒家文化“修道义建人伦”，用高度的文化
自觉修缮自身，用主流价值“搀扶”道德，走出精神的困境、
道德的洼地。

重拾传统文化的精华，更是我们融入世界并赢得尊重
的需要。正如杨叔子先生所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
证，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文化身份证。”以孔子文化为代表的
中华传统文化正是这样一张身份证，它让世界“一眼就认出
了中国”。中国的孝悌之意、中庸之道，无不是中国给世人
留下的最鲜明印象。

中国是到了该拿出更多诚意研究、继承和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的时候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国还须不卑不亢
地展示和输出自己的传统文化，让世界看到中国人重礼仪、
重道德的文化特质，让世界了解并认同中国文化所倡导的
民族和谐、宗教宽容，师法自然，中庸之道等主张，以打通中
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隔阂，纠正世界对中国的许多误解。

研究孔子的两本书火了。尽管只是细微的文化动态，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认识水平的提升，国人对传统文化
会更加青睐、更加看重，传统文化这张民族身份证会更加闪
亮，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会更加可观。 李思辉

我们需要怎样的“理性”和“宽容”
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在如今这个

时代最容易引起围观和争论。近期舆论
热议的重庆“女孩电梯摔童”事件,便是
典型例证。事件本身仍在发展,媒体舆
论也仍在发酵,但有些人的观点却颇为

“特别”——他们认为公众应“宽容”肇事
女孩,因为她只是一个因“常年遭父母打
骂”而性格不好的孩子；他们还认为,受
害者的家人应“反思”自己的责任,男童
的奶奶当时不应让他一个人留在电梯。

最近几年,几乎在所有关涉道德和
法律判断的社会热点事件中,都会有人
发出类似的呼吁“宽容”和“反思”的声
音。比如,在北京“大兴摔童案”中,也曾
有人跳出来呼吁受害者的母亲“反思”自
己的责任。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理性现
象吗?在我看来,这取决于我们打算“宽
容”什么,并对什么进行“反思”。

“女孩电梯摔童”事件刚被媒体曝光
时,微博和微信上充斥着很多谩骂涉事女
孩及其父母的声音,甚至有人很情绪化地

高喊“必须让她坐一辈子牢”。或许正是
出于对这种暴戾氛围的担忧,一些传统媒
体的评论员们慌忙发出了呼吁“理性”和

“宽容”的声音。只不过,在急于营造一个
宽容理性的舆论环境之时,很多人都混淆
了主次,忘了首先应对受害者及其家人送
去一些起码的同情和慰问。

那些主张“理性”和“宽容”的人,大
都认为不应将尚未成年的肇事者作为主
要批评对象,而应寻找导致“摔童”事件
的社会根源；他们甚至认为,网上一些批
评肇事女孩的言论,与该女孩对摔打男
童的行为没有区别。这是一种令人感到
费解和不安的舆论趋势,即每当发生一
些恶性事件时,总会有一些人为彰显自
己的“理性”和“宽容”,急于对施暴者的
行为表示理解,甚至为他们开脱责任。

在从性格、家庭环境等方面为女孩
摔童行为寻求合理解释的同时,还有一
位评论员竟认为,在这个事件中,男童奶
奶的疏忽要负一半责任——她当时应先

将幼童抱出电梯,而不是先拿童车。在
这里,他显然混淆了一起恶意的暴力伤
害事件,与一起无意的过失伤害(比如小
孩因大人照顾不周而手指被夹)之间的
本质区别。

反过来,我很少看到有几篇报道和
评论,是站在同情和关爱受害者及其家
庭的立场上的。我看到的很多文章,差
不多都在宣扬这样一种“理性”——我们
应“宽容”小女孩的恶行,应展开“反思”
的则主要是受害方。极端的、情绪化的
言论固然不可取,但这种“宽容”和“反
思”,难道就是我们期待的“理性”吗?

当然,对一些论者的“理性”感到费解,
并不意味着赞成咒骂女孩的恶毒言语。
我素来相信,法律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最
好和唯一手段。但我必须要说,我时刻准
备对发表上述“理性”言论的知识分子,发
出最严厉的谴责——你们的“理性”和“宽
容”让人寒心,你们的自以为是令你们连
最基本的是非都没分清楚。

我其实觉得,当这些自以为学过一
点法律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将网络
上那些谴责暴力恶行的有些偏激的言论
批为“道德绑架”,宣称我们“没有资格站
在道德制高点上”展开舆论审判时,他们
自己其实正站在“智识制高点”对整个社
会展开自命不凡的智力审判。因为对

“愚昧闭塞”的道德传统和世道人心的嘲
讽和瓦解,能够反衬出他们自己是多么

“理性”、多么“宽容”、睿智和进步。
作为一个同样主张理性和宽容的知

识分子,我所受到的传统道德教诲,给了
我这样的观念:需要得到宽容的,是一个
个犯了错乃至犯了罪的具体的个人,而
不是他们所犯下的那种错误和罪行本
身。否则,我们就是在纵容甚至鼓励他
们以及更多人继续犯同样的错误和罪
行。除此之外,我还认为,我们真正没有
资格做的事情,不是发出我们的道德义
愤,而是代替受害人去“原谅”和“宽恕”
施暴者。 陈季冰

关注“井族”不要一地鸡毛
通过媒体的报道，社会对京城“井族”的关注也在持续

升温。人们的激情围观，给他们带来利好的一面，是有好心
人捐钱捐物帮他们度过这个寒冬；而不利的一面是，因为社
会的广泛关注，他们赖以生存的“家”——下管井被陆续封
堵，他们要么被遣送回老家，要么被送往救助站。估计要不
了多久，“井族”将随着社会关注的减弱，慢慢淡出人们的视
野，城市将回复往昔的安宁。

不管你承认与否，城市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批比纯粹
流浪者生活强一点的务工者。他们中的不少人目的并不是
乞讨和流浪，而是通过辛苦劳作来养活自己，甚至还要养活
家人。他们不是流浪者，因此把他们一概而论的送到救助
站也不太合适。由于舆论的关注，人们被他们的一些事迹
所打动，不少人给他们捐钱捐物，但那往往是新闻事件处于
热潮时的短暂激情。媒体不可能天天都这样关注他们，这
样的帮助估计也持续不了太久，而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这种
关注热潮之后的稳定生活。

也许有人会说，他们完全可以不住在井里面，回到农村
有低保吃，到城里连个藏身之处都没有，何必呢？这样的逻
辑，跟“何不食肉糜”没太大区别。吃不吃得上低保难说，他
们的孩子要读书，生病要治病，这些事只要是活着总得要面
对的。靠自己的力气在城市里务工挣钱，又妨碍了别人什
么？无非是住在井下，给这个城市抹了黑。

上帝每关上一扇门，就会开启一扇窗。城市的管理者
封上了他们赖以为家的井口，那么就应该给他们开启另一
个生存的出口。封住下水井盖很容易，但是让住在里面的
人有所归依，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近年来，诸如“井族”这样的社会弱势群体，因为受到社
会的广泛关注，反遭更悲惨的命运的事例已不鲜见。媒体
聚集北京“蚁族”，结果“蚁族”聚集的北京唐家岭被拆迁；人
们关心北京的打工子弟读书问题，然后他们原本还能读书
的学校被拆；这次人们关心这些井底蜗居者，随即这些井口
被封堵……社会的关注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福音。关注过
后，却是一地鸡毛。

关注没有错，也不必简单的指责媒体报道，让人们了解
“井族”这个群体，也是媒体的责任。但不能因为社会关注
这些弱势群体，城市管理者就用“锯箭疗法”，马上把那些

“有碍观瞻”的现象，清理出人们的视野。更需要做的是透
过这样一个表象，来看到我们社会肌理的病变，通过更为细
致的工作，诊疗这个族群存在的病因，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把
这种现象一清除，就万事大吉。 华 文

“起跑线”之累
女儿3岁了。婴儿时，半夜

起来给她冲奶粉、换尿布；稍大
一点，教她走路、说话，虽然感觉
挺不容易，倒也乐在其中，并不
觉得多累。前些天，社区通知适
龄儿童上幼儿园，兴致勃勃地带
着女儿去体检、报名、入园，一圈
下来，感觉真累，不为别的，就为
3个字：起跑线。

先去儿童医院，一切常规检
查结束，没什么问题。医生说，
还是有必要做个智商测试。嘿，
这么小就能测智商？好，有意
思，做！一系列测试下来，医生
给出结论：先天智商96，后天教
育太少，“你这孩子挺聪明，就是
婴幼教育不够，以后益智类的教
育、游戏要多做，不能让孩子输
在起跑线啊”！

想想也是，尽管自己小时候
压根儿没玩过什么益智玩具，也
没参加过幼教套餐，但现在时代
不同了，别人的小孩都搞这些，
她不搞，明显就输在起跑线了
嘛。好，该买就买，该参加就参
加！在医生的推荐下，到儿童用
品商店，狂肆搜罗了一番。

到了幼儿园，一切入园手续
办妥。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

“你女儿已经比其他小孩入园晚
了，你看要不要给她报个兴趣

班，尽快适应适应环境？”
心想，毕竟才 3 岁，自理能

力都还没有，学什么特长？见我
犹豫，老师有点不大乐意，一是
纠正我，是兴趣不是特长；二是
语重心长地提醒我，小孩子得学
啊，不然以后别的小孩都会，她
不会，她就成个例了，这很容易
导致孤僻。想想也有道理，虽然
不要求她出类拔萃，但也不能输
在起跑线上嘛！报！于是，画画
班，舞蹈班，都报。

过了一段时间，我去接女
儿，老师把我喊住：“你女儿身高
还可以，就是体重不达标，得加
强营养，不然会影响智力发育。”
于是，当天晚上我们一家子就绞
尽脑汁给她做了个营养套餐计
划。于是，蛋白质、维生素……
该补的补，该吃的吃。

一天，女儿刚走进家门，就
一下趴在沙发上。我问她，是不
是被欺负了？结果她的回答差
点没把我雷倒：今天好累噢！3
岁娃娃也会喊累？在我的童年
记忆中，上山打鸟、下河摸鱼，从
来都是精力狂野充沛，也没累的
感觉啊。难道时代真的变了？
突然想到前不久在电梯里碰到
的一幕。那天，我刚进电梯正准
备关门，一个约摸 10 岁的小男

孩急匆匆跑了进来，哐当一声，
就跌坐在地面。见他半天没有
要站起来的意思，我心想，这小
子还真会偷懒，倒了也不知道爬
起来。当我伸手去帮他捡书包
时，才发现，我完全低估了那个书
包的重量：起码十好几斤。在小
男孩的讲述中，我才知道书包为
什么这么重——他一天要参加
正课、补课、奥数班、特长班，基本
上每堂课都有课本、有作业。

突然感觉很是庆幸，至少到
目前，我还没有背过那么重的书
包；至少，我还有过自由散漫的
童年，而他们的童年早已被无止
境的补课所取代，却还理直气
壮，都是为他们好。

庆幸过后，担忧出来了：女儿
那么瘦弱，说不准哪天她的厚书包
就背到我肩上了。以前，也常常对
应试教育说三道四，也曾痛下决
心：将来绝不让自己的小孩成为

“牺牲品”。但孩子到了学龄阶段，
自己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勇气，不
得不把她送去参加无休无止的“起
跑线”角逐：吃的、穿的、用的，玩
的、教的、学的……看来，这个“起
跑线”还真是不好赢，但也不敢输
啊，要是真让孩子输在了“起跑
线”，这个责任可确实担不起！

一个字：累！ 文 惠

2013 年，面对节奏越来越快的生
活，身边一片喊“累”之声：有人“身
累”，有人“心累”，有人“特别累”，还有
人“越来越累”……当然，也有少数人

“累并快乐”或者“累并幸福”着。在四
川省，参与《小康》“2013 个人的年度心
情”调查的 74 个人中，共有 6 人提到

“累”字。而在全国参与这项调查的
2013 个人中，“累”字被提及的频率更
是达到了 80 多次，成为出现频率最高

的字。《小康》调查发现，不仅北京人、
广东人普遍感觉累，在人们心目中还
算是比较休闲的地方——四川以及经
济相对欠发达的甘肃，人们也都喊着

“累、累、累”。
此外，在河南、江苏、湖北、陕西、天

津、海南等地，“累”都是被受访者提及最
多的感受，黑龙江人更是用东北人特有
的幽默表达了他们的真实感受——老累
了。 焦海洋/图

国资委12月6日通报查处了中粮集团所属中
粮肉食公司公款以“试吃”为名送节礼的违纪行为。
国资委通报显示，今年中秋节前，中粮肉食公司将部
分新产品送中粮集团有关人员“试吃”，送出礼品
113份，合计53788元。（12月7日《新京报》）

因收入不高，为省房租，靠捡废品为生的全老太
居住在北京朝阳丽都广场南门西侧地下管井里多年，
被称为“井族”。而另一位洗车工“井族”王秀青，靠住
井下节约的钱供3个孩子上学。在“首善之地”北京，

“井族”并不孤独，媒体调查中发现有数十人之众。此
事经媒体报道后，有关部门已将一些“井族”居住的井
口封死，他们中的一些人将被遣返回老家。（12月8日

《京华时报》）

“先富起来的理应帮助弱者，他们负有这样的责
任。”7日，以教授哲学公开课“公正”而风靡全球的哈
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首次到访广州，他还告
诫：“人类迫切需要找到更好的价值观。”（12月8日

《南方都市报》）

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