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本是顺应

自然的生存之道。试想，以高山之高大，大海之

深阔，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

适。可谁曾料想，这种生存之道竟成了今天一

些贪腐者的明规则。昨天河南通报的鹿邑县一

起“链条式造假”事件，就将这种靠着公权力为

个人谋私利的“智慧”用到了极致，令人叹服。

昨天，河南省公安厅“关于邱海山等人严

重违纪违法问题的情况”通报称，该省鹿邑县

公安局原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邱海山伙同

民警刘萍、鹿邑县人社局公务员管理股原股

长张季梅等人，在办理毕业生分配、干部调

动、公务员登记和入警申报过程中徇私舞弊、

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其中，邱海山为女儿篡

改档案年龄，先后为女儿办理了 6 个虚假户

口和身份信息，最终帮助女儿过上了“7 岁上

警校、10 岁当公安、长期领工资”的任性而又

快意的人生！让人还以为这是遇到富有正义

感想当警察的“天才宝宝”了。

列位看官如果看到这里，还并不算稀

奇。这位“警二代”的故事，大约也只能泯然

消逝于从古至今，频频端现于故纸堆中的吃

空饷旧闻中，只不过年龄的下限又创了一个

纪录。这个事件的可怕之处在于：鹿邑公安

局吃空饷的并不只是这一位，有多少呢？通

报上称：“该局 130 多名民警长期不上班、吃

空饷。”而“鹿邑县公安局实有在编民警 525

人”，130 位不上班吃空饷，就意味着四分之

一的民警“占着茅坑不拉屎”。这种赤裸裸的

相互勾连，实属罕见，意味着基层公权力“链

条式”失守，基层治理生态几近败坏。

这种失守怎么来的？站在空饷受益人的

角度去看一看：虚报几个名字，就可以多领几

个人的工资；对一些违规违法之事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就可以分到以工资名义发的好处

费；和领导搞好关系，不上班就可以领到大部

分工资；在这个过程中，与下属与同事与领导

还增进了感情，真可谓好处多多。关键还在

于，这样做的成本很低，职业风险更几乎为

零，因为大家都这么干，所谓法不责众嘛，这

简直是快速发家致富之道啊。从鹿邑事件可

以看出：造假从入警申报到审批环节，涉及人

事、组织、财政、编办等多部门，相关部门俨然

已结成非法利益共同体，“合作”得轻车熟

路。他们甚至深深陶醉：权力真是好东西啊！

失控的权力已成脱缰的野马，尤其在有

些地方的基层社会。规则意识淡薄，熟人意

识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老子当官，儿子

享福；老公掌权，老婆得利，也被视为天经地

义。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人就得帮自己

人。况且，一个人一年“白吃”几个万，看起来

对一个地区和国家也没什么影响，看上去简

直“两全其美”啊。

果真如此吗？如果年复一年，很多基层

都这样的话，那就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可

以看见的是：国家财政在为贪腐者支付巨额

“消费单”，而看不见的是人心的“黑洞”，信任

危机从基层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在权力的

金字塔结构中，基层权力是整个权力系统的

基础，遍布于社会肌体上。现在，党风廉政主

体责任延伸到基层，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

题成为“微权力”治理重点。也许鹿邑“链条

式造假”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再造基层治理生

态已刻不容缓，杜绝微权蝇贪之风不能心太

软，如此，正气才得以张扬，失落的世道人心

才得以收拾。

失控的权力比造假本身更可怕失控的权力比造假本身更可怕

如何成为一个理智的、礼貌

的好榜样，如何给孩子也是

给自己上好一堂公共场合礼

仪课，这才是我们每个围观

家长应该做出的正确反应。

昨天，相信很多人都被这个视频刷屏，内

容是在杭州某商场儿童游乐区，一名女童踩

到一名一岁左右男童，男童母亲情绪激动，屡

屡要求女孩道歉。女孩家长连声道歉并将女

孩叫到身边，但男童妈妈并不满意，多次拉扯

女童。甚至还与一旁围观的群众发生冲突并

扭打起来。

当视频发到网上，经过社交媒体的传播，

引来一大波网友的热烈讨论，随即网友展开

了一场育儿问题大讨论。吃瓜群众明显形成

两派，一派说男孩妈妈情绪失控，行为过激。

而另一派，则找出视频中，小女孩推搡另一围

观小女孩的细节，认为女孩恶毒反复推人欠

管教。评论两极分化，留言区甚至演变成网

友间的骂战。

其实在网上搜一下，类似这类事件并不

少，在公共场所，因为孩子之间的一点肢体冲

突，演变成家长的恶语相向，甚至是大打出

手。一点小摩擦，会引发口角；口角在几分钟

内会引起肢体冲突；冲突被自媒体上传上网，

就形成了一个社会热点事件。

但请选择正确的围观姿势。网络成为了

菜市口，敲击键盘的网民变作了法场外的民

众。吃瓜群众肆无忌惮地网上指责这小女孩

就是个熊孩子。一大群成年人站在社会的高

度，指责不到四岁小女孩的过错，用的词真真

让人发指。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围观者，都在

把暴戾之气任性地挥发。如果说咆哮妈妈失

控拉扯了那女孩两把，那么网友的评论却是

“撕扯”了那孩子无数次。卢梭曾经说过，罪

恶不是最大的危害，打着正义旗号的伪正义

才是。

我们欠孩子一堂公共场合礼仪课，同样，

在面对孩子间出现肢体冲突时，我们自己也

同样需要这样一堂礼仪课。以旁观者身份来

说话，不论是现实还是虚拟的公开空间同样

需要讲话的礼仪，尤其是针对孩子的评论。

很多家长在面对孩子犯错的时候态度比

较激烈，不够理性。往往问题还没解决，新问

题又出现了。在面对孩子的犯错这个问题

上，作为家长的我们首先需要去理解孩子们

的行为。

不要批评孩子的性格或者人品。那些在

大人的眼里看起来像错误的事情，在孩子的

眼里或许是试探是好奇是吸引大人的注意。

别忘了，孩子虽小，但毕竟是一个独立的个

体，他有属于自己的思考方式和对事物发生

所产生的心理变化和推测。

作为事件的非当事人，网友往往很容易

被一些所谓有图有真相误导，然后怒从心起，

从而对当事人造成更大的伤害。教育是现在

社会最热门的话题，怎样教育孩子，怎样处理

矛盾冲突，是每个家长都关心的问题。有些

网友围观时往往有强烈的代入感，但我们不

是当事人。

我们应该反观的是自己，怎样成为讲理

和冷静的模范。家长一定是孩子最好的老

师，你的孩子会摸仿你的行为。如果父母在

背后议论评价别人总是温暖中肯，那么孩子

必然不会尖酸刻薄出口伤人，如果父母在公

开场合轻声细语，注意不妨碍别人，那么孩子

必然不会大喊大叫、肆意妄为。

如何成为一个理智的、礼貌的好榜样，如

何给孩子也是给自己上好一堂公共场合礼仪

课，这才是我们每个围观家长应该做出的正

确反应。

而最为滑稽也是最容易出现的结局是：

孩子们已经在里面快乐嬉戏了，大人们还在

外面闹得不可开交。

即使孩子有错，也别忙着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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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年复一年，很多基层都

这样的话，那就是一个巨大

的“黑洞”。

我爱故我评
爱上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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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评论

“爱上评论”为本版公号，欢迎大家多多

关注、多多留言、多多转发。4 月 13 日 A16

版本报评论《美联航暴力逐客，给国内提了个

醒》在网上引发热烈讨论，留言相当精彩，我

们选取部分留言，以飨读者。

@非：随着美联航暴力逐客事件的发

酵，越来越引起全球的关注和谴责，影响极其

深远，中国的航空公司也应从中很好地吸取

教训，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阿四：你有暴力逐客的任性，我有拒乘

美联航的自由。国内航空公司当引以为戒。

@依稀：你再高大上，仍然是服务行

业。不要忘了，顾客是上帝，不要忘了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不要忘了众怒难犯。忘乎所以，

必然自食其果。

@山抹微云：美联航暴力逐客事件的确

为国内航空公司乃至所有服务部门敲响了警

钟。公共服务部门在任何时候都应有服务意

识和法律意识，善待服务对象就是善待自己

声誉。

@朱发忠：一些个人感悟：在全球的

许多地方都存在着暴力事件，我们要坚决

地予以谴责和制止，让这样的事件发酵，

扩 大 影 响 ，使 其 得 到 应 有 甚 至 加 倍 的 惩

罚。

@思想者：呵呵，当面对弱肉强食的不

公正事件，如果选择明哲保身漠然视之，那么

很有可能下一个会是无助而绝望的自己。

@新丝路(拓荒牛)：越南裔,也是种族歧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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