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正的“垃圾” 王恒/漫画

微 声音非 常道

艾叶泡脚,去黑眼圈

你是不是正在为黑眼圈烦

恼 呢 ？ 不 妨 试 试 用 艾 叶 水 泡

脚。艾叶水泡脚能滋阴补肾、清

降虚火，是去黑眼圈的好方法。

将晒干的艾叶撕碎后放入泡脚

桶里，用滚开的水冲泡，待艾叶

泡开后，再放置为温水泡脚，直

至全身微微出汗。泡脚时要多

喝温开水，平时应少吃寒凉食

物，注意休息。 @生命时报

眼睛累了,喝杯杞菊茶

每天盯着电脑七八个小时，

眼睛干涩成了电脑族的通病。

这里为大家推荐一个养眼的小

药茶——杞菊茶。每次取枸杞

子8~10粒，菊花5~6朵，加300毫

升热水浸泡代茶饮。黄菊花擅

于疏散清泻，适合视疲劳时眼睛

酸胀有分泌物的情况，白菊花养

肝阴作用较强，适合眼睛干涩，

没有眼泪的人。 @生命时报

周小川谈金融改革：
不开放、不竞争往往纵容了低标准

在20日召开的2017年陆家嘴论坛上，中国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全球复苏动力增强，

但仍然存在不稳定因素。

周小川认为，越是重要角色越要靠市场化。

全球经济危机告诉大家，要防金融危机，首先要

保证金融机构的健康性，高杠杆、低资本、不良贷

款等现象均不得宽容，而不开放、不竞争往往纵

容了低标准。为此，金融服务业作为市场经济中

的竞争性服务业的属性已十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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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众侮辱环卫工要依法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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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造假逐利是一种病态“获得感”

▋汪昌莲

时事 乱炖 热点 冷评

天气这么热，当你

看到环卫工人汗流浃背

地清扫马路，你一定能体

会 到 这 种 辛 苦 的 付 出 。

然而，6 月 18 日晚间，在

大连甘井子区千山路与

苍山路交会路口，却发生了一起“ 当众

侮辱环卫工 ”事件。当时，62 岁的老环

卫工黄占昌在捡拾马路上的垃圾时，被

一辆 SUV 撞倒。难以理解的是，面对倒

地的黄占昌，车上一名男子当众对其进

行侮辱，发表了“你是垃圾”“信不信我撞

死你”等过激言论，不少现场市民气愤

不已。（6月20日《半岛晨报》）
本来，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

不过，事情出在司机的舅舅竟然对着环

卫工人发飙。“你是垃圾”“环卫工怎么

了？信不信我撞死你……”骂环卫工人

是“垃圾”，这是典型的“侮辱”。环卫工

人是清扫垃圾的，并不等于环卫

工人就是“垃圾”。自己的车撞

倒了环卫工人，理应道歉，这反

而是“恶人先做大”，恐怕是觉得

环卫工人没钱没势，骂了环卫工

人，环卫工人就害怕了，就不敢

索赔了，即便是被撞了，也不敢

说了。或者可能就是对环卫工

人存在着偏见，从心底里看不起

环卫工人，借此机会大骂几句，

但不管是何种情况，骂了环卫工人，侮

辱了环卫工人人格尊严，这是不争的事

实。况且还有人证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

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

告陷害。毫无疑问，报道中这位辱骂环

卫工人的男子已经触犯了法律，理应受

到法律的惩罚。

很 多 人 认 为 ，辱 骂 环 卫 工 人 有 什

么，又不是打人？因此，多作道德层面

的谴责，甚至与之“讲道理”，这无异于

对牛弹琴，没有什么用处。最好的“教

育办法”，就是依法严惩。一方面不妨

将这位辱骂环卫工人的人作为一个“反

面典型”，看看其人品，在平时的工作中

是否也是如此低素质？另一方面要让

骂人者自食其果。

“板房小学知足”让人出离愤怒
▋前 溪

高耸的楼盘，在建的工地，正在工作的挖掘机，

如山高的废墟……今天，当记者赶到西安市未央区

杜家堡时看到，这是杜家堡拆迁后近八年的样貌，周

围的一切都在进行着重新的建设，不过，如果不仔细

观察，绝对不会发现，被这些工地所包围着的地方，

有一处目前有着二十多间教室的小学。当地教育局

工作人员回应说：“活动板房给你盖都不错了，有的

连地方都没有，你还要求要盖这房。给你把房盖了

就不错了。”（6月20日《西部网》）
板房里上课，这显然是暂时的，多是出现在地震

等大灾害之后，可现在在城市中，在没有任何灾害的

情形下，竟然让小学生在板房中上课，且这样的情况

已经持续四年了，对此，当地教育部门竟然要家长“知

足”。当地教育局工作人员为何不在“板房”中上班？

板房的条件差，冬天冷、夏天热，即便是安装有空

调也是无济于事。在这样的教室里上课，教育效果可

想而知。

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不仅让家长“知足”，而且还推

卸责任说，校舍的条件他们并不负责管理。这样荒唐

的话竟然也说得出口，校舍一旦出现问题，难道会不

问责教育局？这完全是骗人的话，玩的是套路。当

然，相比于没有学位，能够在板房中上课，也算是进步

了。但当地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有责任有义务为学

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这是不容置疑的。

对于在板房中上课，这要开启问责机制，对相关

责任人要严厉问责，同时，尽快解决校舍问题，让学生

能尽快结束在板房中上课。而说“知足”的教育局工

作人员，无妨让其在板房中办公，或许到那时候，他们

才不会说出荒唐的“知足”。

近年来，围绕着办理准生证、落户、买车、购房、拆迁、移民

等问题，“假结婚”“假离婚”现象增多，甚至已经形成一条“利润

丰厚”的产业链。“假离婚”现象折射出综合性社会问题，暴露了

大量的制度漏洞。《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经多方采访深入调

研，探寻“假结婚”“假离婚”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解决之策。（6
月20日《经济参考报》）

不可否认，婚姻造假逐利，已经成为钻政策空子的一种潜

规则。这种潜规则，不仅是对婚姻的亵渎，也是对法律的蔑视，

其隐含的道德、情感、经济等诸多风险，更是不可小觑。以“假

结婚”为例，事实上，“假结婚”就是“真结婚”，一旦双方登记领

证，便成为合法夫妻，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一方摄取利益后，如

果另一方拒不离婚，将会引发纠纷；一旦离婚，财产将进行分

割，即使婚前手持离婚协议，也难保权益，当事人可能会陷入钱

财尽失的尴尬境地。从这一点来看，双方“假结婚”，其实是一

种利益陷阱。

再者，婚姻造假逐利，是一种出卖诚信的行为，折射出了现

代社会的信用困境。众所周知，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是公民

的第二张“身份证”。自古以来，诚信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被视为人的立身之本。婚姻造假逐利，之所以能够屡屡得

逞，源于监管的缺位。比如，此前发生在上海的“离婚买房”事

件，从婚姻登记机构到住建、民政等管理部门，都对这种行为不

闻不问，放任自流。可见，审视婚姻造假事件频发，根不在婚姻

本身，而在于政策和监管存在漏洞。

不可否认，婚姻造假获取利益的行为，是一种病态“获得

感”，这需要制度疏解。首先，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应更加

科学、细致。特别是，对于楼市调控等政策，不能朝令夕改，应

保持可持续性，并做到信息公开透明，避免妖言惑众。此外，进

一步普及婚姻法，大力宣传婚姻造假逐利的危害和风险，引导

市民恪守诚信、敬畏婚姻，不能用不正当的方式寻求“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