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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观察…

视点华
声
据《西安晚报》报道，陕西省

西安市公交六公司日前接到一件
特殊的邮件， 信封内有一张崭新
的一元钱和一封感谢信。 这是一
位84岁的老人快递寄来的， 只为
归还一年半前乘车时所欠的1元
车费。 老人的真诚感动了公交公
司的工作人员。

如果报道的真实性可靠的
话， 这位老人的举动足可以感动
更多人。一元钱不多，却显示着当
下社会弥足珍贵的诚信。 从老人
信中的陈述来看， 尽管当时司机
比较体谅地说， 老人家只投一元
就可以了，但老人还是念念不忘，
信中掷地有声地说“公家的钱，公
私要分明”———这种清廉的思想，
也是值得提倡与学习的。

不过，在老人举动的闪亮点之
外， 有个不大为人注意的细节，容
易令人遐想。 就是欠下这一元钱，
是在一年半以前， 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为何老人不是在记忆
犹新的几天之内还钱？就算有其他
事情耽搁了， 或者一时遗忘了，那
是什么触发了老人的记忆，时隔一
年半之久又想起还钱呢？

用不着拐弯抹角，一个合理的
推测是，近年来关于老人的负面新
闻和话题太多。老人摔倒讹人不敢
扶，老人碰瓷成职业，老人坐公交
与年轻人强抢座位……一时间还
掀起了“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
变老了”的话题讨论。无论讨论结
果如何，都或多或少地将“坏人”的
标签粘贴在老人风霜的颜面上，对

老年人形成了舆论的道德压力。这
位84岁的老人， 对社会热议话题，
也不可能没有耳闻与视见，偶然的
一个触动都可重启他的记忆，令他
在一年半后的某一天，想起曾经欠
下一元钱的公交车费。

其实无论让谁评论， 一位八
旬老人欠下一元已被公交司机口
头“豁免”的车费，即便不还，也没
有必要上升到有失诚信与良善的
道德批判层面。而免费乘公交，则
是老人们本应享有的福利， 有关
部门在感动之余， 更应该检讨究
竟是因为地域、身份，还是一张人
为设限的证件， 没有令这位老人
知晓并享受到相关的社会福利？

尽管再合理的推测都可能被
证伪，但八旬老人一年半后归还一

元车费，令人感动的背后，更令人感
叹：如果将老人近乎敏感的诚信与廉
正品格诉诸于普通老人，是否过于苛
刻？正常的社会，其实应有“一元钱”
的宽容度，何况是对一位老人？

但另一面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关
于老年人铺天盖地的非议，其实已经
伤害到老年人的群体尊严。2013年12
月19日，沈阳街头一位老大爷被人撞
倒，明明没有医保，却说出“你走吧，
我有医保” 的善意谎言；2013年12月
25日，河南郑州十几位老人在街头举
牌，呼吁“倘若我摔倒,请将我扶起”
———这些老人的行为都有令人感动
之处，但也未尝不是面对舆论伤害的
一种自我救赎与保护。

置之于这样的背景之下， 西安
八旬老人时隔一年半归还一元钱，

说是个人严格的道德自律， 也可以
说是为老人群体的道德形象又做了
一次力所能及的修补。而实际上，老
人集体道德形象的破损， 其责任很
多时候、很大程度上，不能归因于老
人， 而就像这位八旬老人本应免费
乘公交却要因欠下一元车费而惴惴
不安一样， 原因在于对老人应有的
权益保护与照顾不足。

近日，全国老龄办等24个部门联
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
优待工作的意见》，这表明老人权益
的缺失已引起国家层面的注意。但
在老人权益得以全面落实之前，我
们的社会，我们的年轻人，与老人相
处时， 也应该更多宽容而不是更多
硬性碰撞。否则，老人们越自律，我
们就越惭愧。 ■本报评论员 赵强

八旬老人归还一元车费不应止于感动

广东清远市清城区政府近
日通报， 关于民众实名举报该
区环保局局长陈柏和的电话录
音及有关问题， 经权威鉴定和
调查取证，录音内容属实。通报
称， 陈柏和确有谈论了与其身
份不相符的言论， 同时发现陈
柏和还涉嫌其它违纪问题。清
城区委决定免去陈柏和的清城
区委委员、区环保局党组书记、
局长职务，按程序办理，并对其
进行立案调查。

不过是接听电话后未及时
关机罢了， 一个极为偶然的动
作，却引出了一个落马的官员，
新年旧岁交替之际的这起事件

颇具戏剧色彩。
尽管在事件曝光之初，陈

柏和局长仅仅听了一分多钟录
音就断然表示“这个声音根本
不是我， 我也没有说过这些
话”，但相信在公众那里，多数
人已经猜到了真相。 然而即便
如此，即便2013年“苍蝇”、“老
虎”的齐声哀鸣鼓舞了信心，人
们对事件的后续也不敢过分乐
观。这是因为论证据的说服力，
声音毕竟不如视频， 回旋的空
间也大了许多。从这个角度，不
能不说在这起案件的查处中，
相关部门真是相当给力。

通报中说“陈柏和确有谈

论了与其身份不相符的言论”，意
谓“分分钟可以搞垮一间厂”一类
言论非一个环保局长之所宜，这
当然是个正确的判断， 但这里也
有一点吊诡的味道： 多数人之所
以能够预先猜中调查后的结果，
其实就因为这番言论的主人更符
合自己的既定印象。

歧异之产生， 来源于不同的
前提。在正常的状态下，诚如调查
之前陈柏和所辩解，“如果要查处
某个企业， 先要对其排污标本进
行取样化验，检测不合格的，会要
求整改， 整改再不合格的才会关
停，不是说关就关的。”然而如果
长期是在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下

呢？
“分分钟可以搞垮一间厂”，

“而且整间厂倒闭， 在别人看来都
是合理的”，“其实我什么都不用
做，只要找一两间厂，到了那里打
麻将，就可以盯死那些厂长，他们
就会乖乖送钱给我了”……吐出这
番言论的陈柏和到底做了些什么，
有待相关部门继续调查，但如果不
是言词无意暴露的潜规则早为公
众所明了，如果不是权力选择性执
法而且合法伤害的现象每天都在
身边发生，他们又怎么可能仅仅凭
借一段录音资料就准确猜对后面
的答案？

■（摘自《南方都市报》）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人才引进
工作的若干意见》， 明确表示支
持高层次人才向中西部高校流
动，东部高校不得到中西部高校
招聘长江学者，禁止采取“不要
人事档案、不要户口、不要流动
手续”或另建人事档案的违规做
法招揽和引进全职人才。（1月1
日《京华时报》）

教育部急于为中西部高校
留住高层次人才的心情可以理
解，但现在毕竟不是计划经济年
代，光靠教育部的一纸发文显然

难以强行留住人才。中西部高校
如果真正重视人才，能为他们提
供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和发展
平台，高层次人才又怎么会背井
离乡前往东部高校求职？中西部
高校不能总是怪东部高校挖角，
应该好好反思自己在人才待遇
和使用上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否
则， 即使勉强留住现有人才，在
吸引不来新人才的情况下，中西
部高校与东部高校之间的差距
仍会不断拉大。

根据《劳动法》和《劳动合
同法》的规定，劳动者只要提前

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
位，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
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证明， 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
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
续。扣压档案、不许转户口，不管
有何种理由都是违法行为。 即使
人才违反服务期约定，提出辞职，
学校也应依法索赔， 不能扣压档
案与户口逼人留下。否则，就算人
没走，恐怕也不会再用心教学了。

在中西部高校财力不足的情
况下， 教育部应该加强拨款支持

力度，让中西部高校的教师待遇和
科研条件向东部高校看齐。 否则，
在中西部高校高层次人才都纷纷
出走的情况下，就更别指望东部高
校的高层次人才反向中西部流动
了。在中西部高校相关条件未改善
前，也可动员部分东部高校的高层
次人才去中西部高校短期执教（在
原学校的人事关系与待遇仍然保
留）， 帮助中西部高校提高教学水
平。如愿意留下长期执教，可给予
一定的经济奖励，并在职称评定和
工资晋级时给予适当照顾。

■杨国栋

“如果我再偷钱买东西，就
去派出所永远不要回来
了。”

正读小学三年级的小林因
为偷了家里的钱， 被父亲送到
派出所门口，并要她“和民警叔
叔说清楚”，只因为在以前偷钱
的时候， 小林给爸爸写下了一
份保证书， 而她偷家里钱的目
的是为了买垃圾食品。

网友凤凰游： 怎么当的父
亲啊？

网友难过美人关： 这样的
教育比打孩子要好几倍！

网友木乃伊： 做错事是要
付出代价没错， 但对于一个十
岁的小姑娘，这有点过头了。

网友天涯明月： 教育的重
要从这里体现， 对大人和孩子
都是。

网友君子不器： 目的是好
的，方法是错的。

网友小木偶：严加管教，这
是为孩子为社会负责。

网友陪你一生： 我小时候
拿家里两块钱买零食……在家
被罚跪了一下午。

“断子绝孙的钱， 你都敢
赚？！”

这段时间， 宁波市民对灰
霾天气怨声载道， 宁波市政府
也将审议空气重污染应急预
案， 该市女副市长陈奕君在相
关会议上点名批评一些合资企
业， 并表示不环保的企业要赶
出宁波。

网友虫虫：很好解决，他赚
断子绝孙的钱， 你可以现在做
出处罚。不说断子绝孙，至少可
以让他倾家荡产。

网友狗剩他爹： 希望不要
雷声大雨滴小。

网友月亮婆婆： 也要考虑
到企业的困难， 如果把税收减
轻点， 让企业都能安装污水处
理设备，再加大处罚力度，就不
会有这种情况了。

网友天妇萝： 有举动总是
好的。

网友爱吃麻花： 早干吗去
了，项目都批了，就不是企业的
责任了，审批部门要承担责任，
这才叫责权利。

2013年12月30日早上，郑
州市委书记吴天君在郑东新区
开完会后，临时决定乘坐地铁返
回市委。与秘书在会展中心站自
助售卖机前买票时，被正在采访
的郑州电视台记者认出。 这则
“记者偶遇市委书记”的新闻，在
次日遭到了网络舆论质疑：真的
是偶遇吗？（1月1日《新京报》）

郑州刚开通首条地铁，电
视台安排记者去地铁站采访很
正常； 市委书记乘坐地铁听听
乘客的意见， 同时为赶时间乘
坐地铁返回市委开会， 亲自体

验下自助售卖机的操作程序，
也正常得很。

但即便当事记者做出了
“保证”，网友仍将信将疑。这是
为何？

首先缘于官员的信誉透
支。 市委书记不坐小车乘地铁
够反常的了， 亲自买票更是不
可思议， 此类在国外稀松平常
的事， 在我们看来恰恰是不正
常的。公众总是不自觉地、习惯
性地认定那是做戏。

其次缘于新闻体制。 大凡
有市委书记市长出席的活动，

宣传部门总会安排新闻媒体跟踪
采访，一步不漏。而市委书记亲自
买票乘坐地铁这样的新闻更富看
点，抓人眼球，因此更有必要预作
安排。

再次缘于官本位的体制机
制。换乘车、买票之类出行小事，
一般都无须书记亲力亲为。 秘书
就在其身后，按理应由秘书代买，
怎么能让书记亲自排队购票呢？
在网民看来， 此种有悖官本位体
制的举动只有一种解释： 书记决
心要把此次“作秀”进行到底。

而在网民看来，此番“作秀”高

明就高明在“偶遇”上，这样，联系此
前媒体报道的“最美身影”一节———
2011年7月26日， 郑州突降暴雨，时
任郑州市代市长的吴天君赤脚站在
雨水中用手掏堵住排水管道的树叶，
极显“亲民”形象。

但这次网友确实看走了眼。吴
书记的两则“偶遇”新闻坐实了一
点，即吴天君确实是一个“喜欢到
处走走”的市委书记。不为沽名钓
誉，只为体察民情，对这样的官员
我们要抱以一份信任，要给予肯定
和支持，而不是相反。

■王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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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录音背后的权力规则最为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