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情计算题”
提醒我们常回家看看

还记得那首歌《常回家看看》吗？老人们都在盼着
我们回家。日前，在网络上广泛流传“亲情计算题”，假
如父母再活 30 年，假如自己平均每年回家 1 次，每次 5
天，减去应酬、吃饭、睡觉等时间，真正能陪在父母身边
的大概只有24小时，30年总共才720小时，差不多一个
月。这样的答案让人感觉残酷，又如此现实。

我不知道，当你算过这道题的时候，心里是怎样的
滋味与感觉？也许，你会突然意识到，未来的日子里，你
陪父母的时间，只能以“天”或者“次”来计算。而且，是
见过一次少一次，陪过一天少一天！也许，这时候，你会
十分愧疚与不安。是啊，“子欲养而亲还在”是多么幸福
与温馨的事情！而“子欲养而亲不待”时，我们遗憾又有
什么用呢？

又快到春节了，很多人应该已经早早地做好了计
划，旅游放松、找朋友聚会，或者直接宅在家里睡觉、网
游，当然也有很多人尽管归心似箭，却可能由于工作原
因需要加班，连回家的资格都被剥夺。但当算过属于我
们每个人的那道“亲情计算题”之后，你真的还能容忍时
光这么残忍，同时纵容自己放弃一次次的回家机会吗？

在外读书、工作的人们，回家看看父母吧，他们也
许口上对你说工作重要，有个电话就足够了，但他们在
家中的唉声叹气和牵肠挂念又有谁能知晓？“亲情计算
题”提醒在外读书、工作的孩子们，如果有时间，有条件
就重新回到他们的身边吧，抓住以后生命中的每一个
机会，让这道“亲情计算题”的结果别太寒酸，否则“子欲
孝而亲不待”，那时的我们再看到这道算术题便没有任
何意义。

孝敬父母除了不让父母担心和照顾好父母的生活
起居之外，更要关心他们的内心。很多人以为给父母
买了东西、给了钱就是尽了孝道，而很少去关心父母在
想什么、做什么，其实这并不是真正尽孝。定期看望父
母、定期给父母打电话，凡事多和父母沟通，多向父母
汇报，多听父母唠叨，这样的尽孝，比物质上的尽孝更
重要。

你们有多久没回家看看了，“亲情计算题”提醒你
们，赶紧给父母打个电话，今年无论多忙，都要回家陪父
母过年，快点收拾行囊，踏上回家之路吧！

计永胜

日前，在网络上广泛流传“亲情计算
题”——假设你和父母分隔两地，每年你能回
去几次，一次几天？除掉应酬朋友、睡觉，你
有多少时间真正和爸妈在一起？中国人的平
均寿命是72岁，就算爸妈能活到85岁，这辈
子你到底还能和爸妈相处多久？（《 西安晚
报》）

这本是一起普通的诈骗案，但因为汤唯的名人效
应，此案成为热门话题。议论者不少，有说汤唯“很傻很
天真”的，有宣传防骗术的，有告诫以社会历练的，更有
一种暗暗的“叫好”声此起彼伏，声音背后透露着一种幸
灾乐祸的态度，仿佛情绪得以释放。

很多时候，看到名人“中招”，舆论中就出现类似的
亢奋，幸灾乐祸的态度不少见。这种心态不难理解。不
管是不是娱乐圈，只要是社会名流遇到普通人都会有的
糟心事，总有很多人喝倒彩，不少人会从一个常人的角
度感到心安理得，仿佛人之成名是一种道德亏欠，而站
得更高必须摔得更惨。事实上，一种粗朴的价值观一直
在社会上存在：名人遭灾体现了人人公平。

前不久，张艺谋夫妇超生闹得风生水起，舆论所表
现的态度就是死磕到底。张艺谋道歉后，很多人欢悦地
表示“不流血斗地主成功了”。回顾一下超生方面的舆
论，撇开计生政策本身不论，很多人对待超生的态度其
实因人而异：遇到普通人议论生育本身，遇到名人则只
谈身份问题、公平问题。坦白地说，社会热点，一旦与名
人效应发生联系，问题议论往往变成了身份主义，情绪
就替代了理性，一股杀气腾腾的正义感会在很多人身上
灵魂附体。

也有一些情况更极端。曾几何时，一个明星，或者
其他社会名流、精英，一旦身临窘境，甚至形象倒掉，那
便是要紧跟着面临道德挞伐，如同残存的腐肉继续被鹰
啄食。更形象的说法是“再踏上一只脚”，意思是索性让
其坏透、烂透。总之，一切批评、批判最后都往往变成道
德挞伐乃至人身攻击，很多人在其中寻找人人平等的快
感、狂欢。

社会舆论场中就像存在着这样一种磁力，它会把更
高位的智力、价值、身份、荣誉往低处拉，往常人的标准
拉。总有人渴望看到名人、精英被打回原形，亲见其遇
到常人的烦恼，甚至羞辱。譬如此前的雾霾天气中，网
上甚传一种声音：这下公平了，不管你是不是名人，咱们
都一起呼吸雾霾，无人能够幸免。有时，一个名人的言
行只有符合了社会庸常的标准，不出格，规规矩矩，才是
道德的、公平的。譬如一些以知识、思想闻名于社会的
人物，往往因其言行不符合多数人的认知方式，被调侃、
数落、“拍砖”。

舆论有其客观规律，人性有其特质，每个人也都有
各自的想法，这是非人力所能扭转的，也无法针对具体
的个人妄加褒贬。也有太多的历史经验培养了这种社
会心态，无法通过简单的讲道理直接去改变。但这种社
会心态带来的后果，有何社会损益，值得我们深思与判
断，哪怕我们自己就曾是那些喝倒彩的人。而就事论
事，客观理性，这样的公共精神更加值得提倡和宣扬，在
任何时候都值得向往与追求，因为有这种精神的存在，
社会舆论就不会激进与失衡，就有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的内在动力。 肖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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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大片”如何才能不被质疑
11 日，江西新余上演了一出警民联动

的“爱心大片”：新余城南华润万家超市广
场，两名持刀“劫匪”劫持了3名“人质”。在
警察、特警与“劫匪”的僵持中，一名 9 岁的
男童出现了。他“勇敢”上前给“劫匪”送
水，掩护身着便装的女警将“劫匪”制服。
随后，新余市长为这名男童颁发了“见义勇
为”奖牌。

这煞有介事的“警匪大片”其实是一出
戏，专为一名9岁男童“私人定制”。该男童
身患罕见的“肌肉营养不良症”，他最大的愿
望是“当一名警察”。为了孩子的心愿，新余
市政府和新浪江西共同举办这场新余有爱
帮圆梦的大型公益活动，策划和导演了这场

“警匪大片”。
为讲究“大片”的“真实性”，新余市出动

了11名荷枪实弹的真正特警现场“入戏”，市

长亲临现场授牌。这场“私人定制”的结果
是，该男童圆了当“警察”的梦，新余市政府
在获得广泛关注、赢得赞扬和感动的同时，
也受到批评和质疑。

在“新余发布”的微博评论中，一片点赞
声里，也有不同的声音：我不否认这件事情
传递的正能量，但政府介入过多，并事前在
贵微博预告，大量的媒体记者前去采访，让
我感到有点“作秀”。

相比这种弱弱的表达，腾讯微博上的质
疑声显得不客气得多。有网友直接批评说，
美国小“蝙蝠侠”是正义的化身，不涉及现实
法律。中国小孩的“小警察”行为，算是模仿
秀还是政府公安部门在作秀？帮患病儿童
圆梦之类的事，应由社会爱心人士为之为
宜，国家公器公权力并非个人私产，岂能任
意处置？

专业人士的质疑表达则显得更加理
性。 中国广播网采访了公共管理专家丁兆
林。丁兆林认为，和私人慈善爱心行为不
同，使用公共资源发扬爱心要更加慎重。虽
然个体的不幸应该被同情，但同样是公共资
源，如果仅为一个人服务，则有损公平性原
则。这类事情更该由民间机构、非营利组织
来做。动用大众资源，或者说是公共财政纳
税人的资源的话，规则就显得尤其重要。

一场颇费功夫的“爱心”策划，却遭遇了
这么多质疑的声音，显然是新余市政府始料
未及的。圆梦行动有着良好的初衷，也确实
体现出政府的善意和作为，但也提出了一个
新课题：参与慈善公益活动，怎样表达发声，
才能为政府既赢来关注也赢来美誉？完美
的策划，不一定带来完美的效果。这显然不
仅仅是营销学的范畴，还涉及公共关系学和

传播学，更关键的是，要考虑到民众的心声
和他们真正的需求。

与此同时也需要反思：政府的责任边界
在哪里，哪些事情该由政府做，哪些事该由
政府动员社会组织，或者让它们自发完成，
在使用公权力时，该有什么样的规则，该受
怎样的约束？

此次事件之后，“新余发布”又置顶了一
条微博：请一起为孩子圆行走梦，号召新余
市民为男童捐款，帮助他站起来。我更愿意
看到这类圆梦行动，不仅能够帮到该男童，
还能实实在在地帮到更多需要帮助的孩
子。我想，网友会毫不犹豫也毫不吝啬地为
其点赞。当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获得关照，
当政府工作更多以“以人为本”之时，服务于
民才不会被视为“作秀”。

李菁莹

此次凉山“童工”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与以前不
同的是，媒体的追访更加理性和人性化，开始关注“童工”
的深层次问题，以求帮助他们彻底走出贫困—辍学当童工
—回乡—贫困—再当童工这个怪圈。

把童工送回老家，不是整个事件的完结。就像吉觉阿
呷，因为贫困她还是希望能出去打工。她的单纯与固执，
让很多想帮助她的人感到手足无措。其实，贫困更让这些
孩子束手无策，他们只想走出去，尽快摆脱贫困，但是，他
们的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他们并不能完全认识到，究竟该以
怎样的方式走出去才能终结贫困。

孩子们面对着我们常人无法直视的贫困，孩子们总会
选择他们自己视角范围内能看到的更好的生活，哪怕是拿
着每小时不到8元钱的工资，也比在大山深处土里刨食要
强得多。“童工”事件让我们深深地感到，当贫困陷入恶性
循环，找不到出口时多么可怕，最可怕的是身处其中的人
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改变贫困的正确路径。贫困地区的发
展靠什么，靠的是教育，靠的是孩子。可是，由于严重贫
困，国家即使免了学费，学校即使免了住宿费，杂费和生活
费对这些孩子来说依然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出路在哪儿？只有走出去当“童工”，充当廉价劳动
力，这无疑对于个人发展还是家乡发展都不是希望所在，
甚至进一步加剧阻挠着贫困地区的发展。贫困问题不是
短期能解决的，提高总体人口素质才是关键。这就需要全
社会的共同努力，从基础性的教育投入入手，从科技人才
的扶持入手，从他们最迫切的需求入手。

逝去的岁月无法倒流，错过的教育时机无法重来，期
望这些十三四岁还在读小学的孩子们走进高等学府无异
于痴人说梦。对这些孩子来说，在保证其完成义务教育的
基础上，急需的是必须而又必要的劳动技能培训，使其以
更加成熟的心智融入社会，让他们看到更多的“最佳选
择”，这不仅对他们有着重大现实意义，对整个地区走出贫
困怪圈也将有所帮助。 宋华

剩男剩女跟学制长短没关系
学制太长毕业太晚造成大量

“剩男剩女”？广东省广州军区总
医院政委黄艳儒认为整体学制太
长导致学生毕业太晚，造成适应社
会慢、婚育压力大等诸多不便。他
建议，将现行的小学到高中的12年
学制缩短为 9 年，这样毕业后学生
可以更早地规划人生。 (1月13日

《广州日报》)
黄艳儒立论的前提，是认为学

习时间越长对学生的发散思维越
束缚，越缺乏创新能力，学习成了
耽误人们工作生活的绊脚石，赚
钱、工作、成家、立业，才是人生正

道。这样的观点，与读书无用论无
异。

曾经烂熟于胸的知识，随着一
次次考试的过去而烟消云散，并没
有给现实带来太大的作用。最经
典的段子莫过于“三年前，我能做
三角函数，解多元高次方程，知道
辛亥革命的意义，会画大气环流
图，知道氧化还原反应和中和反
应，看得懂电路图，知道牛顿三大
定律，知道植物细胞有细胞壁而
动物细胞没有。现在的我就是个
文盲。”我们执着于教育的普及
性，让中国孩子成为全能全知的

少年神童，却独独没有给他们留
下发现世界的时间，留下倾听内
心的时间，留下找寻人生兴趣爱
好的时间。

一次次考试大浪淘沙过后，打
造出同样形状的心灵，同样善于考
试，善于答题的学霸，却没有让孩
子们在读书中得到成长，找到生活
的方向。如此，剩男剩女怎能不多
呢？所以，谈及缩短学制的问题，
解决方案最后还要回归到教育改
革的老话题上。不过剩男剩女的
问题，不在于学制太长，而在于读
书太死。 刘晶瑶

人民网搞了一款打贪腐的小
游戏，玩的人不少。

尝试一下就知道，这不过是打
地鼠游戏的贪腐版罢了。随着四
种贪腐形象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
玩家最终必然会输，当然积分也会
增加。

这样的游戏并不需要思考与
智慧，只需要“眼疾手快”；这样的
游戏仅仅是一种打贪腐的情绪宣
泄，经不起打贪腐的理性思考。

从情绪宣泄的角度看，游戏设

计者的确把握住了网友的脉搏，即
对贪腐者的痛恨。所提供的滥用
职权、贪污、受贿和包养情人四种

“打击”对象，也切合现实社会四类
主要贪腐分子。然而游戏终归是
游戏，打击腐败可不是一场游戏。

通过游戏的形式表达网友对打
击腐败的参与，可能高看了。事实
上，它除了能让网友有一点粗浅的
情绪宣泄外，并不能增添别的什么。

从游戏设计看，可能还真经不
起思考与推敲。比如打到最后，贪

腐形象越出越快、越出越多，怎么
也打不尽，打击者最终会输，这难
道是说反腐不成？当然，对一款游
戏不必如此较真。不过，真要想通
过游戏的方式吸引网友对反腐的
关注与参与，其实可以更高明而智
慧一些。设计者如果能在这方面
多花些心思，至少能令各方对打贪
腐游戏本身更加认可。

打贪腐岂是儿戏？有的人批
评这个小游戏，实质就在于把打贪
腐这样一件斗智斗勇的事情娱乐
化了、弱智化了。反腐，参与反腐，
终究不能靠游戏。把它仅仅看成
是众多小游戏中的一种，以突出打
贪腐的主题吸引目光，或许更能还
原其本来面目。

新年伊始，一款打贪腐小游戏
的引关注，或许更应使我们思考这
样一个相对沉重的话题，在刚刚过
去的 2013 年，面对老虎、苍蝇纷纷
被打，面对诸多行不正之风者受惩
处，这个 2014 年，会有怎样的反腐
成果？民众所期待的干部清廉会
有一个什么样的提升？把反腐进
行到底，在新的一年有更多斩获，
才能把廉洁政治的基 础 打 得 更
牢靠。 金明岩

打贪腐游戏不能止于宣泄

“榜上有名”

十几天前，因被怀疑是童工，吉觉阿呷和
72名彝族同伴被大巴车从深圳送回凉山。“在
家哪一天不是这个样子，喂猪、洗衣服、生火做
饭、背起背篓去找柴。”“在外头打工跟在家哪
里不一样？都是做事。”吉觉阿呷还是希望能
出去打工。记者给她照相时，她敏捷地躲开
了。“不要让我上电视，不然出去打工他们就不
要我了。”（1月14日《人民日报》）

根治考试舞弊案
必须克服功利性意识

据央视报道，2014年1月初的MBA招生考试哈尔滨
理工大学考点附近出现不止一个神秘“作弊电波”。北京
一家名为智恒知艺术培训中心的考试培训机构涉嫌通过
考前发放无线电作弊器材、考中传送考试答案等方式，组
织部分考生在该考点作弊。

考试舞弊案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已经成为老生
常谈。虽然对考生的检查越来越严，无线电屏蔽手段也越
来越先进，但舞弊手段也适应了先进化发展趋势，愈加高
科技，甚至已有产业化之势。

对于考试作弊，一方面，要加大打击力度，不能让屏蔽
信号的设备形同虚设，考场竟然有这么多作弊信号同时出
现令人震惊；另一方面，还应加强立法，不能让“考试舞弊”
成为法律的真空地带，对于发现的考试舞弊案件，要一查
到底，对于相关人员要严厉追究。

其实，治理考试舞弊，最重要的是要广大考生树立一
种尊重知识、尊重学习的态度。这种考试舞弊之所以有市
场，是因为有些人总是存在一种难以克服的功利性的心
态。“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一个人的素养其实就是通过
他平时的一点一滴细小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一个人既然
舍得花几万去买一个考试包过，即使通过了MBA考试，也
难保他不会做出花钱买论文，花钱买毕业的事情来。

招生舞弊案件，与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我们每个
人的行为看似偶然，其实都源于我们认识问题的角度和看
法，就是这种自我意识才造就了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行
为。我们的每一步人生就似一步棋局，既有过去对现在的
影响，也有现在对将来的影响。

我们每个人只有树立了对于自己人生未来的正确追
求和目标，才能有不懈的动力，才能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
步的人生路。知识面前，如果是本着这样一种功利性的态
度和认识，在求知的道路上就只能是颗粒无收；如果是本
着一种对于知识的尊重意识，才能不把知识单纯地作为给
自己镶金的工具，给自己晋升之路铺路的砖头，而是一种
提升自己的途径和手段。往大了说，为了人类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最终目的，作为人类群体的一员，我们每一个
人必须要尽可能地接近真理，认识真理，这才是每位有责
任的人所应当具备的对待知识的正确态度。

郭晓冉

国家质检总局负责人近
日表示，要加快建立质量失
信“黑名单”制度，对严重失
信违法的企业，在经济上重
罚，在法律上严惩，在社会上

曝光。企业在产品质量方面
失信，伤害了消费者权益，也
影响着社会风气，理应受到
严厉惩处。

朱慧卿 漫画 时 锋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