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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狗肉节”之争找到社会共识
□江德斌

6 月 21 日，是广

西玉林民间的“夏至

荔枝狗肉节”，但受动

物保护主义者与吃狗

人士多天来的对峙影

响，狗肉销量明显下

降，涉狗市场及餐馆

不得不低调做生意。

与此同时，动物保护

主义者的一些过激行

为也引发了本地人的

反感。（6月22日《新
京报》）

在玉林“狗肉节”

期间，虽然双方有过

各种对峙，暴露出一

些不和谐的场景，但好在都较为理性，没有发生过激行为，总算是以和平收场。从我

国目前的社会环境来看，吃狗肉并未在法律禁止之列，动物保护也停留在野生动物领

域，对人类饲养宠物该如何规范管理，尚未有全国统一明确的法规，民间的争议也非

常大。爱狗者与吃狗者之间各执己见，很难在短期内达成一致，类似博弈则会不断重

复上演，从而在争议中逐步找到社会共识。

社会已经进入多元化时代，各个社会阶层、群体，对同一个事物，均有不同的观点

和立场，这并不奇怪。爱狗者与吃狗者之间的观点对峙，其实也是社会多元化的一个

缩影，既然双方目前都无法说服对方，不妨在坚持自己的立场之时，尊重法律赋予对

方的合法权利，同时努力沟通理念，互相退让暂时达成妥协。比如，狗肉可以吃，但只

能食用经过合格检疫的饲养肉狗，不得食用宠物狗；不能公开残杀狗，需要文明屠宰；

容忍地方吃狗肉的习俗，但不得公开举办“狗肉节”，以免刺激爱狗者的神经等等。

从社会博弈的角度而言，玉林“狗肉节”之争是一件好事情，经过这些年来的持续

争议，该不该吃狗肉已经成为公共话题，“狗肉节”并未放大矛盾，只是提供了一个舆论

平台，让双方将观点晒出来，让公众从对立中找到共识。社会是复杂人群的集合体，理

应求同存异，容许各种观点的存在，理解包容对方，共同携手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

“老兄，帮我回归。” 王恒/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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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信用等级制”
要尊重公民基本权利

微WEI SHENG YIN
声音

国企违规投资致巨亏，该当何责

审计署发布了 11 家央企 2012 年度

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公告显示这些

央企被查出的投资亏损，总额过百亿。

只是因企业决策者无心之失，或是不可

抗力，对其进行党纪政纪处分，倒也说

得过去。可问题是，许多巨亏似乎是恶

意违规所致，对此怎能只是一笔处分就

可了结？@新京报评论

大学带给人的财富无价

高考结束，一个段子火了起来：考

上大学的要记得请没考上的同学吃饭，

跟他们搞好关系，等大学毕业后，好去

他们公司打工。时下正值大学毕业季，

这个段子引发不少同感，背后折射出骨

感现实前，人们对大学教育的质疑。大

学的确不是人生成功的必经之路，但大

学带给人的财富永远无价。@记者张
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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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豪车搭讪美女”
管窥世相人心
□堂吉伟德

最近，某网站制作一期实验节目

——开车搭讪美女。结果显示开豪车搭

讪成功率达百分之七十以上，而开普通

车辆如QQ则以完败结束。被搭讪的美

女称，开好车的都是好人，更有主动要求

留下联系方式的。（6月 22日《天府早
报》）

一种测试，两种结果。豪车族自然

可以引以为傲，而屌丝们也只有仰天长

叹。功利化社会里，标签化生存已然成

为通行证。开辆好车便可以获得70%的

搭讪成功率，而开辆普通车却无人问

津。如果说车为人之包装，“人靠衣裳”

的世俗化被演绎到极致，而传统的道德

规则与价值标准，则被践踏得体无完

肤。在此刻，哪个屌丝还有自信去“路遥

知马力”，在不显山不露水中去获得别人

的信任？

尽管现实中，与富人交往的风险很

大，嫁入豪门也并非全是“丑小鸭变白天

鹅”的结局，然而“宁做二奶，不嫁穷人”、

“宁在宝马车上哭，不在自行车上笑”依

然成为“普世价值”。

如果再联想到，一些屌丝装大款骗

财又骗色的案例，“不与陌生人搭讪”当

成美女自保的首选。然而，“开好车的都

是好人”的价值认同，无疑让人三观尽

毁；而“更有主动要求留下联系方式的”，

则把其傍富逐豪的饥渴暴露无疑。明知

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对财富的追求，对

不劳而获的路径依赖，突破了既有的价

值标准，而形成了“唯钱而上”的标签化

生存和价值认同。

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

幸福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

降，现在的中国人没有 10 年前快乐了。

回答“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幸福”，“开豪

车搭讪美女”的试验可起到以管窥豹的

作用。钱多了，而幸福却不见了，这注定

是国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剧。如此

看来，寻找丢失的价值观，重新发现社

会，找回已然失落的人心，已成当下无以

回避的时代命题。

江苏睢宁县自2010年开始全面推行的大众信用信息分值，大到违法乱纪，小到拖欠

信用卡水电费，都会在这个信用体系中显示出来。114万市民每年根据分数被划为A、B、

C、D四个信用等级，最高的A级可以享受一些优待，D级则会处处受限。（6月22日《新华
每日电讯》）

在为江苏省睢宁县这种难能可贵的管理意识叫好的同时，我们还需要看到，“居民信

用等级制”在我国尝试和落地，必须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给居民划分信用等级，不能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比如宪法赋予公民的人身

权、人格权，信用等级体系必须尊重；比如居民上访等政治权益，也不应该受信用体系的影

响。因此，闯红灯扣分，恶意欠缴相关费用等降级是可以的；见义勇为加分，受到国家级相

关表彰加级等也是可以的。但上访扣分，招商引资加分等明显与信用无关的内容，应该

从信用体系中剔除。

二是，相关信用等级的管理主体必须具有中立性，而且要保证客观公正。至少不能

任由政府部门这个管理者直接来决定，以免让“居民信用等级制”沦为管理者的管理手

段。政府可以主导这一制度的建设，但相关具体的信用评价工作，有必要由第三方信用

服务机构承担。

三是，相关信用记录不仅要做到客观公正，更要盘活。居民信用被加分、减分等必须

客观公正，这是基础。除此之外，相关信用分数和管理办法必须灵活，比如加分可以取消；

比如决定扣分后，居民改正了相关行为，则可以考虑减少扣分或者取消扣分；比如A级可

能因为不守信等而降到D级，但D级也要有可以升到A级的机会；如此等等。

“居民信用等级制”是一个有利于促进道德与诚信建设，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与进步

的制度设计。希望江苏省睢宁县能将这个管理体系规划好、用好，能够尽快总结出相关

积极经验，为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做好范例，打好基础。

□北 方

扭转社会偏见
“工士学位”难担大任
□何勇海

经教育部同意，今年湖北职

业技术学院在国内率先试点，为

优秀毕业生授予“工士学位”，使

高职生有机会进入学位通道，参

与终身学习，也让过去只拿毕业

证的高职生在用人单位面前，能

分出素质高下，让优秀者脱颖而

出。（6月22日《人民日报》）
如今，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

度不高，仍流行着“一流学生进

重点，二流学生上大本，三流学

生进职专”的说法，导致高职毕

业生的社会地位低，而技术蓝领

却愈来愈稀缺。设立“工士学

位”，或可增添高职毕业生的成

就感、自豪感和归属感，他们在

求职时也可给用人单位递上自

己的学位证了。但要想彻底扭

转职业教育的社会偏见，“工士

学位”恐难担大任。

一者，高职毕业生有了“工

士 学 位 ”，不 等 于 拥 有 工 作 能

力。长期以来，社会普遍将职业

教育与“二流教育”画等号，职业

院校在招生中居于末端；职校生

选择职业院校往往非心甘情愿，

进入职业院校后便“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只为混一纸文凭。

因此有网友说，真才实学最重

要，舍此，“工士学位”等一些都

是浮云。

二者，高职毕业生有了“工

士学位”，不等于能够消除社会

歧视。从学生到家长再到社会，

普遍都“崇拜学历、轻视技能”，

很多用人单位更是对此推波助

澜，导致现在的学历越来越贬

值，将读研当“镀金”以拓宽就业

机会的“考研大军”越来越壮大，

“学士学位”都不好意思拿出手，

“工士学位”又能有多少含金量？

我认为，想彻底扭转职业教

育的社会偏见，一要将高职院校

打造成“一流教育”，不再有“招

生难”之困和“素质差”之责；二

要让高职毕业生有光明的就业

前景和发展前景，有优越的福利

待遇；三要修正职业、岗位定位，

真正消除“学历高消费”。这些，

显然不是设立“工士学位”就能

破解的。

“在某些社会风气上，当社会为长腿欧巴、花样美男神魂颠倒，为铁血女汉子如醉
如痴，称赞不男不女的中性美的时候，你怎么能指望着热血、拼搏、奉献。不是战斗种
族就能称霸世界杯，但想要来到世界杯，你必须少点娘炮气。”

——来自新华网记者树文的评论。

“互联网虽然促进了信息的生产、交流、获取和共享，但没有改变事物的本质，即
使在互联网时代，车子还是车子，内容还是内容，豆腐还是豆腐。”

——这是华为老总任正非对那些寄希望于互联网思维，而不是靠刻苦努力一夜

暴富的年轻人的忠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