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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捐人叫停捐款让信任回归

近日，在四川广汉金雁湖公园内，套
圈游戏将活的小动物当靶子，笼里有兔
子，鸭子等。不少动物被晒蔫，趴着一动
不动。一名游客说，游戏太残忍，不会让
孩子参与。（中新网）

点评：漠视生命，真不应该！

3月1日早晨，郑州西三环化工路立
交桥下西南角，西向东方向路口道路塌
陷，直径大概有两米，深度不可知，现
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有工作人员疏导
交通。据统计，截至 2014 年 11 月 12
日，郑州西三环通车半年塌方16次。（大
河网）

点评：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张帮俊

“非常感谢老师、同学、同事等各位好心
人！对于善款，足够就行，不能贪心，心存善
念，方得善报！我爸爸的医疗费现在已经够
了，所以不用再捐款了，让大家的善款继续帮
助其他有需要的人吧！”昨日下午，在广州打
工的肇庆市广宁县人陈杰文表示，想借媒体致
谢好心人，同时“叫停”了不断涌来的捐款。
（3月1日《广州日报》）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当遭
遇人生不测时，好心人伸出的援助之手，无疑
是雪中送炭。新闻中，小陈的父亲在患重病
后，巨额医疗费让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更加捉
襟见肘，为了挽救父亲的生命，不得已之下，
小陈通过网络向好心人求助。

“救救我爸爸，让我继续尽孝！”很多爱
心网友被小陈的孝心所感动，纷纷向这个深陷

困境的家庭奉献爱心，通过众筹捐款的方式，
筹得善款19万多元，解决了小陈父亲的治病
费用。可就在这时，小陈却“叫停”捐款，理
由是这笔钱已经足够支付父亲的医疗费和后续
治疗的费用，不能再多多益善了。

“对于善款，足够就行，不能贪心，心存
善念，方得善报！”小伙子的这句话说得很中
听，为这番言行与他的做法点赞。小伙子之所
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和父亲都是善良人，收
到这么多善款，本身就感激不尽。同时他也明
白，捐款人的钱也不是大水淌来的，有些人自
己也不富裕，却奉献一片爱心。如果继续接受
馈赠，心里会更加不安。

小伙是懂得感恩之人，虽说大恩不言
谢，可他和父亲在心里铭记着热心人给予的
爱与温暖。是他们帮助父亲重获生命，帮助
自己和这个家渡过难关。感谢的方式是“叫
停”捐款，让剩余的善款去帮助更多需要帮
助的人。

小伙不是贪心之人，深知“君子爱财，取
之有道”。他深知，超出必要的限度、一味地
接受帮助就是贪婪。同样，我们也看到一些受
捐人，利用爱心人士的善良，利用捐款做着违
背良心的事，糟蹋爱心，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可
耻的。

小陈“叫停”捐款，是向社会释放信号。
不光是钱够了，而且是告诉仍准备捐款的人，
将爱心捐给其他需要帮助的困难人群。小陈的
做法本身也是种诚信行为，善款善用，心存感
恩，传递爱心，会让更多的爱心人士从精神上
得到慰藉和鼓励。

好心人奉献爱心，是份信任，受捐人叫停
捐款同样也是回馈信任。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
信任，社会才会像歌词中唱的那样变成美好的
人间。如果信任缺失，受捐人做出让捐款人寒
心的事，那么，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得到的
或许就是冷漠。所以说，小陈的“叫停”之举
具有弘扬社会正能量的作用。

（请本版作者速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日前，华中师范大
学文学院教师岁涵与复
旦大学中文系教师金
理，就一篇论文在各自
的博客和微博上展开争
论，引发学术界关注。
原来，金理一篇论文位
列中国作家网近日公布
的“唐弢青年文学研究
奖”获奖名单，岁涵发
文指出此文抄袭了自己
的论文，称已向评奖单
位中国现代文学馆举
报；金理则发表万字长
文否认抄袭。论文是否
抄袭，不能靠互掐辩
明，而需学术机构一锤
定音。 张建辉 作

□长 雒

5角钱，能干什么？能随份子钱！在山东
省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南太合村，红白喜事随
份子都是5角钱，如果给多了，哪怕是100
元，也得找你99元5角，而且这个规矩坚持
了30年。据村民称，这个传统是一个在村里
干了30多年的老村干部提倡起来的。（3月1
日《齐鲁晚报》）

5角钱的份子钱一再引起人们的关注，原
因在于，它太孤立、另类了。它与当下随份子

“行情”相差甚远，当人们习惯了不断上涨的
份子钱时，5角钱份子钱提供了一种参照：有
人在思考感情的远近体现在份子钱上，标准几
何；有些对份子钱颇有怨言的人，希望能借5
角钱份子钱一事，纠正份子钱过重的风气……

面对5角钱的份子钱，大多数网友给出的
是称赞之声。这种称赞，更多的是因为这5角
份子钱的“少”而得来，却忽略了其中的

“真”——这5角钱足够承载情义。这里宴请
的，不是刚认识没多久的同事，不是上学期间
没说过几句话，发请帖时才想到的陌生同学，
而是乡里乡亲，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按
照农村的习惯，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基本上都
是全村人帮忙张罗，你帮我，我帮你，对大家

都好，朴素情义自在其中，当然不必用份子钱
衡量彼此了。

所以，5 角份子钱的看点不在“少”，而
在于“真”。当然，这样的份子钱是很难被复
制的，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随份子钱时，
往往是少了情义的深度，而只好看重钱的多
少。一种理想的状态是，迎来送往之间，保留
基本的情义，在经济能力范围之内，送上合适
的份子钱，不因份子钱的多少而有所忧虑或愤
懑。这自然要寄托于，在平常的交往中，能有
足够的信任，能有互相帮助的真诚。然而，这
些却是我们越来越欠缺的。

由此事，笔者想到了近来不断被媒体报道
的，各地结婚彩礼飞涨的新闻。当我们批评一
些人过分“看钱”的同时，也需关注情义“失
真”问题，如果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
难以相信相互依存、帮扶的可能，那些建立在
情感基础上的纽带关系就会瓦解，而情感纽带
的弱化，带来的正是利益关系的过分强化。

5 角 钱 的 份 子 钱 ， 加 上 背 后 情 义 之
“真”，这份礼是沉甸甸的。对于份子钱或是
彩礼问题，其影响因素有很多，而没有沉甸
甸的情义附在上面，它们当然会轻飘飘地浮
上去。

5角份子钱不在“少”而在“真”

新学期开学已经一个星期了，
这几天，本报不断接到市民投诉，
反映开学后，一些小学老师让学生
去指定书店购买教辅书，这些教辅
书价格高，并且每个学期都要购买
几本，让不少家长很有怨言，怀疑
其中可能存在利益分成。（详见昨日
本报05版）

相关部门明文规定，学校和教
师不准向学生推荐、推销或变相推
荐、推销任何教辅材料，为何有些
学校、个别老师对禁令置若罔闻，
家长的怀疑不无道理。天下没有免
费的午餐，学校、老师与书店肯定
存在某种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
系，正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置禁
令不顾的原因。希望有关部门能及
时站出来，给公众一个说法，同
时，也能有所行动，及时制止这一
行为。

□何 勇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整合调整餐
饮服务场所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和食
品经营许可证的决定》，将为不少餐饮企
业减负——饭馆、咖啡馆、酒吧、茶座
４类公共场所，不再需要办理卫生计生
部门核发的卫生许可证，将卫生许可证
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两证合一”。（详见
昨日本报03版）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不断发生，
小餐馆频频使用地沟油。直接原因固然
在餐饮企业为了经济利益最大化，丧失
起码的良知，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生
产、销售不卫生、不安全的食品，危害
消费者的监管。但从深层次原因上说，
主要在于食品安全卫生监管机制不顺
畅，处于“九龙治水”格局，卫生、食
品药品监督、工商等多个部门都有一定
的监管权，导致不是抢着管，就是放手
不管，使得黑心商家敢于不法。餐饮业
取消卫生许可证，实行一家许可，实质
上是将多个监管部门的职权统一集中起
来，这就理顺了食品安全卫生的监管机
制，解决了政出多门的“九龙治水”弊
端。

当然，餐饮业食品卫生安全问题，
关键不在于多办一个证，还是少办一个
证，要在平时监管上多下功夫，要加强
餐饮企业的事中事后的监管，改进监管
方式。

近日，网友“花之巅”在本报
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说：“前几天去逛
街，看到有人竟然穿个睡衣在逛
街，感觉真是怪怪的。如果是在家
里，穿个睡衣，给人感觉是比较温
馨。可穿着睡衣往外跑，感觉就不
一样了，很不文明。”（详见昨日本
报07版）

上大学时，笔者有一次穿着拖
鞋去图书馆，结果被图书馆工作人
员以“着装不得体”拒之门外，由
此可见，穿衣也得讲究场合。把在
家穿的睡衣穿上街，就好比笔者一
样，丢失了基本的文明礼仪，被人
看不惯、嫌弃、拒之门外也是情理
之中。在公共场合，穿合适的衣
服，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
己 的 尊 重 ， 希 望 通 过 这 件 “ 小
事”，能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

李小将

出门穿衣要得体

教辅书不该是“唐僧肉”

““抄袭抄袭””互掐互掐 亟待裁判亟待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