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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6月2日中国之声《央广夜
新闻》报道，按照不同的统计数
字，中国每年的失踪儿童不完全
统计有20万人左右，找回来的大
概只占到0.1%。庞大的失踪儿童
数字背后，是各自不同的家庭故
事。6月2日在北京， 一个描绘失
踪儿童的艺术展开幕。

我国每年失踪儿童约20万，
这个数字虽不是精确统计，但现
实中很多家庭的孩子被拐卖，是
不争的事实。一个艺术家能够尽
自己之力，用画展的方式为寻找
失踪儿童而努力，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职能部门又该为众多失
踪儿童做些什么？近年来，有关
部门不断加大打击拐卖儿童犯

罪的力度，也解救不少被拐卖的
儿童，但解救的数字与失踪儿童
的数量并不成正比。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法律
在拐卖儿童犯罪上， 强力惩治，
但是对于买婴者几乎不追刑责。
这种“买方”无刑责的局面，让很
多人钻了法律的“空子”。 据报
道，美国发生拐卖儿童事件的几
率很少，一来是因为美国没有人
口买卖的“市场”，买卖人口的违
法成本很高；二来是因为美国为
寻找失踪儿童投入巨大的警力
资源和社会力量，形成了对拐卖
儿童犯罪的高压态势，发生儿童
失踪案，会穷追不舍。

反观我国每年失踪儿童案

的高发，不能不引起有关部门的
深刻反思。关心儿童、关心下一
代， 严惩针对儿童的违法犯罪，
不是说说而已， 需要付诸行动。
而严厉打击各种拐卖儿童犯罪，
尽全力拯救那些被拐卖的儿童，
应是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的当
然责任。

针对我国每年失踪约20万
儿童的情况，单靠失踪儿童家长
亲属及社会公益组织和个人呼
吁、 奔走寻找， 难以解决根本问
题。有关部门不能再沉默下去，需
要采取有力措施， 在全社会尽快
形成打击拐卖儿童、 买卖儿童的
高压态势，以法律之手，有效遏制
儿童失踪案的发生。 ■阎淑萍

近年来，公务员队伍日益年轻
化。 据统计，35岁以下的年轻公务
员已占到公务员总数的26%，成为
各项政策实施的主力军。 然而，他
们的工作和生活，也面临“成长的
烦恼”， 巨大的工作压力让他们倍
感焦虑。“城外”人看他们是“高地
位、高稳定、高收入”，“城内”的他
们则自嘲是“新三高群体”（生活高
压、工作高压、舆论高压）。（６月２
日新华社）

公务员这个群体，近些年总是
成为社会的一个聚焦点。 一方面，
是由于在资源分配不公的前提下，
社会群体自然划分出“三六九等”，
而公务员被人们自然归属于塔尖
群体；另一方面，则是各个群体在

各色平台上越来越热衷于展现自
身的生存状态，由此碰撞出或统一
或分裂的认知， 这些统一或分裂，
基本都指向群体的资源、 生存差
异，如贫与富、官与民等。

如果就简单地以群体“对立”
式的社会情绪表达来看，普通民众
对公务员群体的看法无疑是高度
统一的，即他们认为公务员高踞塔
尖、万事无忧。但这种基于“整体群
像”而得出的认知，显然忽视了该
群体中相对弱势的个体之真实生
存状况。例如民众将公务员曾经的
“吐苦水”指责为“撒娇耍赖”，这诚
然有着因社会矛盾而生的基础，各
群体的境遇差异也是抹不去的客
观实际，但这仍然是整个社会在群

体分化后形成的第一层价值分裂，
即差异下难以调和的对立，以及因
对立而生的观念固化。

上述观念的分裂来自不同群
体间的对立，这是社会性的，但对
当下的公务员而言，第二层价值分
裂来自自身的渴望与失望。每年上
百万的公务员考试大军， 所举的
“旗帜”都是一样的，即挤入这个队
伍，享受渴望中的肥马轻裘，或者
实现凌云壮志。然而，迈入行列中
后才发现，以为能唾手可得的资源
和梦想需要望梅止渴很长一段时
间才能如愿，甚至未必如愿。一些
多次考试才“中榜”的公务员不无
遗憾地说，收入降低，不及在企业
工作的一半，且事情琐碎，更像是

一个勤杂人员， 与梦想难沾边。曾
经的渴望与如今的失望，既反映出
梦想与现实的落差，也多少反映出
服务型行政行为增多之下，公务员
对自身所在的这个群体亟需重新
认知。

最后一层分裂，则来自公务员
群体的内部差异。中国科学院心理
研究所与一家人力资源机构联合
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职场心理
健康调研报告》称，职场个人幸福
感排名中， 政府机关排名倒数第
一。 而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中国
民生指数课题组《2010年中国城
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数据表明，国
家机关党群组织、 企事业单位负
责人表示“非常幸福” 的比例最

高。外人看来诡异的答案，其实只
是因为调查的年龄、 级别层次不
同，前者多为年轻、基层公务员，
后者则为有一定年纪、 官阶的公
务员。 明显的内部差异导致价值
的再一层分裂， 而舆论对公务员
整个群体的炮轰， 又加剧了这个
群体“底层”的痛苦与无奈，从而
形成“新三高”现象。

任何一层的价值分裂，都暴露
出公务员这个群体在目前社会中
难以摆脱的苦恼和尴尬，但“公务
员”的吸引力丝毫不减，每年仍然
有百万大军趋之若狂，因为不管怎
么说，进入这个队伍“纵有千般不
是，却有万般好”。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只要学不死， 就往死里
学！”

临近高考， 各个高中校园
和各个高三班级中， 那一条条
高悬的打气横幅，那一句句“励
志”的高考标语，已成了一道独
特的风景线。

飘雪： 提高一分， 干掉千
人！

隐约间： 武侠小说看多了
吧，这口号怎么这么像星宿派、
黑木崖的风格。

花骨：虽然高考已经是5年
前的事了， 但还是让我想起了
那时的种种煎熬。

北大未名：真心觉得，这样
的动员，并不符合教育的本意。

“有了20套房子， 可以出
租， 爸爸妈妈有了钱就不
用上班了； 如果中了100
万，就买几辆车。”

中百万大奖、买20套房……
这是一个小学生在作业中列出
的心愿清单。 老师不解地问，
“你要100万和20套房子干什
么呢？”孩子这么回答。

军哥：孩子的纯真，孩子的
烂漫哪里去了？

姜恨水： 她们不知道父母
的愿望是，她们能逃过校长、官
员的魔掌。

梦云：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
中国梦， 孩子说出了我们大多
数人的心声。

视点华
声 “新三高”背后的三层价值分裂

非常语录… 时务观察…

谁来关注20万失踪儿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