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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发展，才能纾解“北上广情结”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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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 CHANG DAO非常道

“脸皮厚”也是长寿秘诀

中国人讲究“人要脸，

树要皮”，其实，脸皮厚点

能长寿。

脸皮厚，并不是厚颜无

耻之类的贬义，而是代表一

种豁达开朗的性格，一种不

爱较真、对生活得失想得开

的态度，更能保持平和的心

态。有些人脸皮薄，别人说

句不是就较真，甚至动不动

就发脾气；这些负面情绪容

易使人心境低落，影响内分

泌系统，造成生理紊乱，久

而久之会使免疫力下降。

而心气太盛的人容易发怒，

不仅会伤害心脑血管，还会

导致人际关系紧张，让本来

就缩小的生活圈子更窄了。

所以，要学会装聋作

哑，不必要的面子，该丢就

丢了吧。 @生命时报

人民日报：延迟退休
对青年就业影响小

近来，社会上对延迟退

休年龄议论颇多，担心延迟

退休政策极大地影响就业：

“老年人不退，不腾岗位，年

轻人怎么就业呢？”然而，人

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专家

日前表示，只要认真研究分

析延迟退休的制度设计，就

能发现它对就业的影响没

人们想象中那么大。

从节奏上看，延迟退

休将实行“小步慢走”而非

“一步到位”，每年只延迟

几个月，影响人数非常有

限，不会对劳动力需求产

生大的冲击，因此，对就业

的总体影响小且缓和。

奖牌之外
奥运还有更多的打开方式

“95 后”小将傅园慧原

本就是一个“段子手”，此次

仅凭一次鬼灵精怪的赛后

随性感言便一下子红遍大

江南北。有网友说：奖牌之

外，奥运还有更多的打开方

式，有段子跟激情、努力跟

反思、笑容和眼泪、竞技跟

友谊，而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就是每个运动员都能开开

心心地比赛，尽情释放出每

个人的洪荒之力。

还有网友认为，这一届

奥运会，伴随着对里约的吐

槽和开幕式之后的逆转，一

种值得关注的舆论转变也

在悄然发生：人们逐渐开始

抛弃对于金牌和冠军的想

象，甚至抛弃对于规模宏大

叙事的热爱。因为里约用

它的开幕式证明，热情与人

文关怀，有时候比用金钱堆

砌、用人海战术的会场效果

更让人动心。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

物业向业主发红包
具有样本意义 □冯梦瑶

“八旬老人让座”
是回馈更是激励
□汪昌莲

9日上午，从江苏宿迁泗阳县爱园镇开往县城的一辆

公交车上，一位 82 岁的老人 3 次起身给身边的年轻人让

座。有乘客把老人让座过程发到网上，还配上了“现场采

访”视频，引来不少网友转发点赞。（8月10日《扬子晚报》）
尊老爱幼是一个文明社会所倡导的公序良俗，具体

到公交车让座问题，毫无疑问大家都会认同年轻人给老

年人让座，尽管现实生活中呈现出各种不堪的现象或争

议，但至少人们在认知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可见，从这

个层面来讲，一位八旬老人先后3次给年轻人让座，似乎

是给年轻人出了一道道德难题。然而，从老人的善意初

衷来看，这首先表现出了老年人的一种姿态，或者说是对

年轻人让座的一种回馈。

事实上，几名年轻人谢绝老人让座，表明大多数年轻

人对于老年人让座的善意，只能心领和感激，不会贸然接

受的。毕竟，尊老和关爱弱者，是社会认知的公德。相

反，如果真的有年轻人坐下了，就与基本的社会公德不

符，甚至南辕北辙。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不会接受老

人让座，但老人善解人意的关怀，给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增添了一丝暖意，依然值得年轻人感动，将会激励他们今

后主动让座。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城市为鼓励让座，花样百出：有

的搞有奖刺激，有的设立“让座日”，有的欲立法来规范，

有的甚至出台规定，对不让座者实施实名曝光等各种惩

罚措施，令人错愕不已。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处处能

体会到对弱者的关怀，应该倡导一个文明礼让的社会风

气，任何强制性的规定，对道德层面的问题进行强制执

行，其本身就是不正常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因此，一位八旬老人先后3次给年轻人让座，其真正

意义在于提醒人们：营造一个相互关心、相互扶助的社会

环境，是每一个公民的社会义务，理应引起道德共鸣。年

轻人给老年人让座，是一种责任；而老年人给年轻人让

座，则是一种激励。

“成都一小区给

业主发放 52 万元现

金红包”，近日，一张

照片在朋友圈中广为

流传。虽是有图有真

相，但无数网友并不

相信有此等好事，甚

至有网友怀疑图片为

PS。（8月10日《华西
都市报》）

网友羡慕该小区

业主能收大红包，纷

纷称赞“别人家的小

区”，这样的心情不难理解。现实中，很多住宅小区基本都被物业公司所

把持，小区停车费、电梯广告等收益都由物业公司经营，而根本不和业主

商量利益分成。按理说，小区内的经营活动及收益都应当得到全体业主

或业主委员会的同意。但现实中，多数物业公司都是自己说了算，根本不

会征求业主意见，有些甚至将经营收益装进腰包了事，不会向业主公示，

更不提与业主分享这个茬。如今，突然有物业公司向业主发红包，要让业

主们分享小区的经营收益，岂不让人感到意外？简直要受宠若惊了！

实际上，业主分享小区经营收益，天经地义，有法可依，而不应成为从

天而降的惊喜。依据我国《物权法》第79条、第80条的规定，建筑物的共有

部分的使用所产生的收益应由全体业主共同所有，由全体业主通过业主大

会决定该收益的使用。依据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第55条规定，业主所得

收益应当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具体说来，小区公共区域的广告收益、停车位收益、摊位收益以及公

共配套所得收入等理应为业主所有。就现状而言，小区的公共收益可以

用来冲抵物管支出、业委会开支、小区维修及小区活动，而且根据法律要

求，这些支出必须在全体业主同意的前提下方可使用。

但法律规定是一回事，现实是一回事。正是业主权利长期被空置，让人

感觉成都这家小区物业公司的可爱，这种向业主派发红包的行为，具有标本

价值，体现出对业主权利的尊重，值得其他物业公司效法。但是，大家应当明

白，物业公司向业主发红包，不是在给业主搞福利，而是物业公司自觉遵守了

法律，尊重了业主的权利，业主享受这些红包，天经地义，理当如此。

而理应如此的行为，却得到众多网友的羡慕，只能说明现实的不正

常，说明国家的《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执行不到位。相关部门应当严格执

行法律，督促物业公司严格贯彻《物权法》，保障业主的权利。
入厕文明
不是“吓”出来的
□王恩亮

近日，重庆石油路某公厕门上贴出了安有摄像头的

通知。这一来，在周围居民中引起了不小议论。其实，贴

出该通知只是用来“吓”人，提醒入厕者爱护里面的公

物。（8月10日《北京晨报》）
在好好的公厕里，不文明的入厕者，要么用烟头把抽水

箱烫出印子，要么人为地把刷子破坏成两半截。他们的这些

行为，明显在故意损坏公物，的确会让公厕管理方感到头痛。

实事求是地讲，像这种简易式单蹲位公厕，几乎是融

不进监督管理的。入厕者单人进入，把公厕门一锁，完全

就成了个人世界。他们在入厕过程中破坏不破坏公物，

又完全取决于个人素养。因此，类似的公厕，更像是一块

文明试金石，个人素质高低最能真实反映出。

该公厕的管理方，恐怕是出于监督管理融不进，入厕

不文明又常有的考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

取这一“吓人”方式去提升入厕文明。客观来讲，这样的

虚张声势，在很大程度上会起到震慑作用，会让知羞耻者

收起不文明之手。然而如此一来，负面效应也会接踵而

至。尽管这种“吓”不是真做，不会涉嫌侵权，但它一定给

不明真相的入厕者造成恐慌，致使他们要么见通知走人，

要么入厕后战战兢兢，会让公厕失去方人之便、解人之急

的社会属性，甚至变成让入厕者避之不及的摆设。由此

看来，公厕管理方上演的这一“稻草人”剧，虽不侵权却是

损招，是无奈中的不妥之举，需要及时纠正。

坦白来讲，在这个电子眼时代，摄像头的出现委实起到

了很好的防盗、监督等作用。它无疑解决了原来很多用人力

无法解决的难题，不仅节约了成本，还阻止了些许犯罪及不

文明现象。毕竟摄像头的安装和使用，是受环境限制的，最

大的前提是不能侵犯人的隐私。可见，不管是真摄像头，还

是虚张声势的假告示，都不可入驻带隐私的公厕。更关键的

是，越是在无法监督的地方，文明越需靠自觉。

8月9日，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公布了“2016年北京高

校学生创新创业及就业意愿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北京高校毕业生期望月薪

平均值7411元，其中，医学专业学生期望月薪最高；毕业去向前三名依旧是北

京、广东、上海，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仍是毕业生首选。（8月10日《北京晨报》）
这次统计结果，其实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不用调查，不用统计，这个

结果也早就住进了人们心里。

钟情“北上广”，钟情的不是这些地方的名字，而是成才的机会。也不仅仅

是这些地方工资高些，而是到了这些地方就犹如“鲤鱼跳龙门”，意味着距离成

功更进一步。北京，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可以说是每一个人向往

的地方。而广东和上海，则是由于这些地方是改革的前沿阵地，有着得天独厚

的发展优势，有着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拟的优势，也就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最爱。

走进“北上广”，牵手的是前行路上的阳光。同样学历，同样水平，同

样能力，谁不想距离梦想更近些？谁愿意在穷乡僻壤终老一生？

钟情“北上广”的何止是毕业生？那些怀揣着梦想的外地人不也是背

着厚重的行囊奔跑在通往“北上广”的道路上吗？如果没有在“北上广”的

吃泡面、住地下室的经历，兴许就没有了我们熟悉的马云，就没有我们熟

悉的陈坤了。起点不同，也就有了人生的不同。

如今“北上广”是拥堵的，甚至开始思考人口转移的问题了。上海已

经推行了“外地人不能买房”的规定，这是为何？这是因为“北上广”成为

了很多人的千千情结，而这些城市又不可能永远“我家大门常打开”，因为

城市病不得不让他们关上“他们家的大门”。

“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但是，“北上广”也是成才的捷径。唯有缩小城市差

距，打造公平出彩机会，才能纾解人们心中的“北上广情结”。心有千千结，不是

为了“北上广”，而是那一种不同的出彩门槛。但愿成才路径里再无“北上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