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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雨

非常道
feichangdaoF

锐评Rrui ping
5年培养百万小孝子
又在放什么“卫星”？

严建飞

“我们收的不是这条公路的钱，是防

城港市的‘进城费’！”

——广东防城港洗猪河收费公路晴

天尘土飞扬，雨天满是泥坑，通行条件较

差。针对泥路上收费的质疑，该收费站

一名工作人员如是说。

“天气太冷，我们不愿意出警。”

——10月30日上午，有网友微博上

举报称湖南邵阳警察因天冷拒绝出警。

对此，当地公安局介绍，值班民警得知车

辆已被盗一小时，在征得报警人同意后

让其明日到派出所报案，并否认民警说

过的话。

10 月 30 日，中国伦理学会慈孝文化

专业委员会开展的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

在北京启动。该工程计划通过 5 年时间

培养百万小孝子，为全国亿万孩子树立道

德榜样。（10月31日《燕赵都市报》）

忽然想起一句古语：“不孝有三，无后

为大。”既然繁衍子嗣、传宗接代是“孝中

之重”，敢问慈孝文化专业委员会是不是

准备跟4到6岁的小孩子传授教导一番如

何谈婚论嫁、洞房花烛？——当然，这是

句玩笑话。

所谓孝顺，“子曰：‘无违’”（《论语·
为政第二》），最粗浅、直白、朴素的解释，

也就是要顺从，要听父母、长辈的话；但是

小孩子本就淘气顽皮，就是有那么点不听

大人话也是人之常情，合乎天性，未必不

孝——何况4到6岁恐怕还不知“孝”为何

物，何至于要给上纲上线扣上顶不孝顺的

大帽子？

在“著名的不孝子”乔布斯逝世之后，

旋即就有浙江宁波市跳出来，称要斥资

5000 万元，5 年内培养 1400 名“乔布斯”。

现在，“跟风应景之作”又出现了——“5

年时间，培养百万小孝子”！而这，还是由

在以伦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基础上形

成的中国伦理学会的慈孝文化专业委员

会所“做”出，真叫人大跌眼镜！——全无

实事求是之心，只有哗众取宠之意！“5年

时间，培养百万小孝子”，敢问这般“人有

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拔苗助长思维，与

大跃进时期的“村村要出李白”又有何两

样？就不怕遗笑柄于世人吗？

8 月 2 日，安庆市宜

秀区 3 岁女童被遗忘在

校车内，窒息8小时后死

亡；10 月 17 日，阜南县

一4岁小女孩失踪，后被发现在幼儿园校

车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下半年以来，幼

儿园校车安全事故频发，屡屡刺激了公

众的神经。日前，记者历时半个月，对合

肥市 15 家幼儿园校车情况进行了暗访。

结果发现城区幼儿园校车情况较好，而

二环外的 3 家幼儿园全部存在校车超载

情况，其中两家校车连标志都没有。（今

日本报6、7版）

无校车标志、超员及“黑校车”等校

车隐患并不是个案，由此引发的恶性事

故不绝如缕。值得注意的是，事故令人

痛心，但更可怕的是，事故总是以相同的

情节不断上演。事实上，没有不可防范

的事故，没有不可预防的风险，关键是监

管乏力，监管失职。

在幼儿园中，幼儿本身不具备监管

能力，这一点不需要论述。幼儿的家长

同样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因为有子女

在学校读书，差不多也就处于“人质”地

位，即使家长对学校工作不太满意，不到

万不得已是不会与学校翻脸的。“黑校

车”千错万错，至少能运人，没有出现问

题，家长就不会撕破脸皮。

由此看来，对幼儿园的监管任务，自

然就应该落在行政主管部门头上。然

而，由于教育机构点多面广，行政主管部

门真正要实施有效监管，似乎有些力不

从心，特别是有些人把校车问题当做小

事，不放在心上，更摆不上议事日程，一

旦出事则乱了手脚。

至于交警部门，交通监管本应该是

分内之事，但在城郊接合部，警力往往难

以覆盖城郊，造成对其管理上比较松散

的现状。这又是一大监管盲区。

学生无法维权，家长无力维权，权力

部门监管失效，这或许就是一些无良幼

儿园无所顾忌地开“黑校车”的原因。

监管是一个常识问题，办任何一件事

情都少不了监管。但在“一个常识稀缺的

时代”里，民众不明白应该遵守哪些规则、

拥有哪些权利、负有哪些责任和义务，权

力部门又往往监管失职，一旦再面对不幸

父母们的悲痛，有关部门将无地自容。

校车隐患凸显监管失职

文化部有关负责人日前指出，中国计

划建立“严肃游戏”发展机制，拒绝暴力、色

情网游。（10月31日《京华时报》）

“严肃”，本是个很庄重的字眼；而“游

戏”，则意味着轻松、愉快。当“游戏”之前

冠以“严肃”，无疑令“游戏”很拘矜，让“严

肃”很搞笑。

那么，文化部拟建立的此“严肃游戏”，

又是一种啥东西呢？原来，此之“严肃”，是

旨在“严”之于暴力，“肃”之于色情。按说，

如此“爱憎分明”，无论是净化网游，还是对

孩子茁壮成长都是好事。问题是，如此好

心，一旦真正实施起来，未必就这样了。

孩子们要健康茁壮成长，莫为“网游”

遮望眼，不让花样年华沦为“一场游戏一场

梦”，固然是一方面，同时，开发一些为青少

年喜闻乐玩的健康娱乐节目，努力为他们

减负也很重要。另外，还应对影视剧中的

“暴点”与“色度”，进行必要的规范。不然，

对整治网游很“严肃”；对既“露”又“暴”的

影视剧，却“睁只眼闭只眼”；对丰富学生课

余生活却心不在焉，“得过且过”，其结果，

必然是看似非常“正统”的“严肃游戏”，在

孩子们“饥不择食”之下，照样要被玩出“暴

力”，被染以“色情”。最终，“游戏”未必能

“严肃”，“严肃”却将被“游戏”！

时评Sshi ping“严肃游戏”？别游戏了“严肃”
张兰军

本报评论员 钱兆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