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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公 益 平 台 如
果 不 遵 守 社
会 公 序 和 规
则，无视相应
的法律约束，
如 果 缺 少 道
德 情 怀 和 自
省精神，又怎
能 取 得 社 会
的 信 任 和 托
付？

本报评论员
高路

今 年 4 月 是
我国第 32 个
爱国卫生月，
主题为“防疫
有我，爱卫同
行”。“我”就
是 每 一 个 普
通人，就是你
我他，只有人
人参与，防疫
等 卫 生 行 动
才能成功。

本报评论员
张炳剑

姑 娘 啊 ， 每
一 个 突 然 找
上门的“缘分

“，也 许 是 馅
饼，更有可能
是 陷 阱 。 还
是 记 住 警 察
蜀黍的话：没
见面，千万别
提钱。

本报评论员
陈江

据封面新闻报道，针对网传“水滴筹员工

脚踹殴打轻松筹员工”视频，4月15日下午，水

滴筹证实双方发生肢体冲突与斗殴，但称“此

事系因轻松筹员工言语威胁和污蔑导致”，涉

事员工正在派出所接受调解。

随后，轻松筹也发布声明，否认了水滴筹

的指责，称水滴筹员工“致残式”攻击轻松筹

员工头部，水滴筹所谓“经调查”为混淆视听，

实为扫楼被举报，怀疑是轻松筹所为，故大打

出手，蓄意报复。轻松筹还表示，未对友商进

行任何投诉。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冲突，又是谁先

动的手，对此双方明显是各执一词，最终的答

案恐怕有待当地警方调查后才能知晓。不

过，从双方的声明中，我们看出了一点端倪：

这次冲突应该不是偶发事件，双方积怨已久。

业务相同的两家公司之间有竞争很正

常，但如今是法治社会，公司之间的一切竞争

都应该在遵守社会公序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进行。像水滴筹和轻松筹这样上演“全武行”

的做法，显然有悖于公平竞争原则，已属恶性

竞争。

企业之间的冲突，离不开对利益的争

夺。水滴筹和轻松筹一系列冲突的背后，显

然也存在同样情况。当然，这不是说公益平

台就不能追求合理的利益，但如果把公益事

业当成了一门生意，则明显是念错了“生意

经”。如此，不仅平台的发展会走上岔路，也

会伤害到民众对公益平台的信任，甚至还会

让整个慈善事业背锅。

近些年，包括水滴筹和轻松筹在内的一

些公益众筹平台乱象丛生，接连爆出诸多令

人愤慨的“丑闻”，比如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

水滴筹诈捐骗捐风波，以及其后爆出的“扫

楼”风波，都足以为戒。

公司的愿景和目标是员工行为的指挥

棒，两家企业员工为了争夺市场资源而频频

发生冲突，甚至不惜上演“全武行”，这当中必

然跟公司的考核有着莫大的关系。

公益平台虽说也是企业，但毕竟不同于

一般的商业企业，公益平台应更多背负社会

责任。公益平台如果不遵守社会公序和规

则，无视相应的法律约束，如果缺少道德情怀

和自省精神，又怎能取得社会的信任和托

付？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公益平台又何以安

身立命呢？

可惜的是，在两家公司的声明中，我们看

到的不是反思和自省，反倒是相互推诿和指

责。如此做派，只会自毁形象，只会增添民众

的反感和排斥。

不管是水滴筹还是轻松筹，想要健康长远

发展，就应以此为戒，除了整顿队伍纪律、规范

内部管理，更重要的是要端正动机，转变理念、

提升格局，从而造福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两筹何以成“仇”，公益不是生意两筹何以成“仇”，公益不是生意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杭州

余杭区临平梅堰路 13 号小区是个建于上世纪

90年代的老小区，“花仙”阿姨盛超敏一家居住

在3楼，在露台上因地制宜弄了个不大不小的

花园。从2001年搬到这里，盛超敏阿姨就用剩

菜剩饭、瓜果菜叶、鱼鳞内脏这些易腐垃圾培

育肥料种植花草，没丢过一点易腐垃圾。20年

坚持，换来的是满园春色，瓜果飘香。

无独有偶，杭州上城区望江街道近江西

园社区也有一位环保达人叫赵建荣。他将易

腐垃圾制成环保酵素，可用来洗碗、浇花、净

化下水道和清新空气。他将环保酵素送给社

区、学校、幼儿园、儿童福利院、敬老院。

盛阿姨以天地为炉，应用自然法则，而赵

大爷则使用现代技术。两人异曲同工，殊途

同归。

两人变废为宝，爱护生存环境，与绿色同

行与健康相伴，而主动选择低碳的生活方式，

将平凡生活过出了与众不同的滋味。看看每

天城市产生的巨量垃圾，以及为消化这些垃

圾付出的代价，就能知道像他们这样“变废为

宝”的做法有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20 年如一日化腐为肥这则消息，

浇灌出了这个爱卫月里最动人的花朵。

易腐垃圾是每个城市面临的挑战，消化这

些垃圾需要投入巨资，需要将珍贵的土地变成

一个个垃圾填埋场。如今，我们还推行垃圾分

类，全社会动员，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

对垃圾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其实就掌握

在每个人的手上。比如像盛阿姨和赵大爷一

样变废为宝，比如遵守规则做好垃圾分类。

他们是如何做到长久坚持的呢？两位老

人的经历告诉我们，当一件事成为爱好成为

习惯，融入日常生活中时，它具有的能量超乎

想象，才有可能一直坚持下去。两人这么多

年来做的事，旁人看起来又乏味又脏，可是在

老人眼里一定挺有趣。

对于爱卫活动来说，来自行政、法律方面

以及社会力量的推动虽有必要，但都是外部

因素，最好的办法是将活动宗旨和人们感兴

趣的生活方式相融合，就会有更长久的生命

力。

两位老人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可能：处理

垃圾，可以不运去垃圾填埋场，而是转化成日

常生活的快乐。

今年4月是我国第32个爱国卫生月，主题

为“防疫有我，爱卫同行”。“我”就是每一个普

通人，就是你我他，只有人人参与，防疫等卫

生行动才能成功。

我们也许不像盛阿姨那样有个大露台可

以用来处理易腐垃圾种植花草，也没有太多

时间和精力像赵大爷一样学习并应用现代技

术，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好垃圾分类，营造

低碳生活；做好个人防护，预防病毒传染。

让你的健康生活，来为健康中国赋能让你的健康生活，来为健康中国赋能

有一种陷阱叫“爱情圈养”，有一种骗局叫

“杀猪盘”。这是近几年在国内婚恋交友网站

和平台上流行的一种新骗术：一方欢天喜地，

以为找到了王子公主，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

找到的是骗子！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31 岁

的温州姑娘小莉，年过30 恨嫁，在亲友的催促

下注册了多家相亲网站，想找一个靠谱青年。

某天，一个叫杨少彬的33 岁男子主动加了她，

自称大学毕业、从事投资行业，从照片看长相

斯文、西装革履，朋友圈显示出入的都是高大

上的会所，像个精英。这个男子只称呼她名字

的最后一个字，还把自己的投资账号和密码都

告诉她。小莉感觉递来的这支玫瑰贴心可靠，

好美。

10天之后，杨少彬请她进入他的账户代买

比特币股票，每次买完，投资本金和利润都会

准时返回。第三天小莉自己注册了账户，想赚

点零花钱，开始买比特币股票。两天过后，小

莉想套现，平台拒绝，要求她先交15 万保证金

⋯⋯短短两天，前后损失40余万元。

小莉遇上的就是所谓“杀猪盘”。这类以

恋爱结婚为幌子进行的金钱诈骗，被骗的一方

叫做“猪仔”，建立恋爱关系的过程叫做“养猪”，

最后的诈骗叫做“杀猪”。这种诈骗来自境外，

2016 年在国内出现，2018 年开始泛滥，并最终

从社交网络蔓延到了婚恋平台。

网络另一端的“恋人”，往往被包装成从事

金融工作的成功人士，用假照片、假身份塑造

出一个完美男友的形象，在网络上和女子谈恋

爱。 在确认女方已经落入了他们的“爱情猪

圈”时开始骗财，然后拉黑、消失。

如此，婚恋网站给你牵的不一定是红线，

还可能是诈骗的“导火线”。也许有人会说，唉

呀，满满都是套路，怎么总会有那么多人上当

呢。

骗子多半是人性弱点的洞察者，骗术往往

掌握社会心理与文化习俗的一般规律。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拥有成功人生是梦

想，改变命运是追求。世俗的社会文化教育女

孩子：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女人会以

嫁给成功男士为荣，实现阶层流动。

骗子所扮演的，正是姑娘们青睐的那种社

会成功人士。他们借助于虚拟网络，掩藏真实

信息，披着成功的外衣，向女方不断投送一支支

毒玫瑰，从而使女方渐渐失了心智。等时机成

熟，再开口向女方借钱周转或是团伙作案，给女

方下套将钱汇入事先设定的平台，请君入瓮。

姑娘啊，每一个突然找上门的“缘分“，也

许是馅饼，更有可能是陷阱。还是记住警察蜀

黍的话：没见面，千万别提钱。

毒玫瑰为何爱用“成功”来包装

扫一扫，一起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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