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在教孩子说谎
事件回放

议论纷纷

不想上学，说自己被一个三十多岁的
女人喂了药；怕被爸爸打，费尽心思写下
四次被“抢钱”经历；500元压岁钱充Q
币，谎称自己回家途中被抢劫；不想分
手，说自己脑子里长个瘤……这些谎言，
都是从孩子的嘴巴里说出来的。记者注意
到，其中不少谎言的“故事架构”，主要
来自电视剧。（人民网）

孩子说谎，是个坏毛病，得治。但给
说谎的孩子打什么针、吃什么药，却是个
技术难题。虽然孩子说谎跟电视剧的情
节、故事相仿，但却不能归罪于电视，怪
电视也没有用。

——卞广春
作为成年人，至少要学会以身作则，

尽最大限度做到在孩子面前不撒谎，毕竟
在一个被谎言包围的社会环境中，是不可
能“长”出具有诚信品质的孩子的。

——苑广阔
当孩子说谎时，不管是学校还是家

长，应当多听听孩子的需求，多和孩子沟
通，听听他们说谎的背后，是表达什么样
的需求，让孩子感受到爱和关注，用温暖
的心融化孩子心中说谎的“坚冰”，良性
引导孩子健康成长。

——程令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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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将

“此处严禁停放非机动车辆，违
者放气”——这是福州群众路附近世
茂洲际酒店消防通道上一块由物业处
放置的告示牌，其中“违者放气”的
警告并非吓吓人而已。市民林先生路
过此处时，就用手机拍下了保安放电
动车车胎气的一幕。（《福州晚报》）

诚然，车主不该为了方便自己，
将车停放在消防通道上，给公共安全
带来隐患，但通过放气这种方式表达
不满和以示警告的方式也欠妥。

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以错纠
错、以暴易暴”方式解决问题的事例
并不少见，但事实证明，这种简单粗
暴处理问题的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有时反而还会激化矛盾，
小问题变大问题，小麻烦变大麻烦。

遇到难题，心平气和地多协商一
下，多设身处地地为对方想一想，协
商不成还可寻求其他途径，切不可

“以错纠错、以暴易暴”。

以错纠错要不得

权威发布不能落在舆情后面
□丁永勋

公民雷洋在警方执法过程中非正常死
亡，引发全社会关注，这无疑是目前网上网
下的热点事件，也引发了全民破案和众说纷
纭的猜测。

公 众 关 注 这 件 事 ， 除 了 当 事 人 的 身
份 标 签 、 涉 嫌 嫖 娼 的 细 节 外 ， 在 更 深 层
次 上 ， 还 是 对 自 身 安 全 和 执 法 公 正 的 关
切 。 即 便 一 个 人 私 德 不 检 ， 哪 怕 是 犯 罪
嫌 疑 人 ， 其 基 本 的 人 身 权 利 和 生 命 安 全
也 应 受 到 保 护 ， 不 能 不 明 不 白 死 去 。 如
果 基 本 权 利 得 不 到 保 障 ， 每 个 人 都 会 有
安全焦虑。

对 热 点 事 件 的 舆 论 引 导 ， 有 领 导 同
志 提 出 要 及 时 回 应 。 无 论 从 舆 情 热 度 还
是 社 会 心 理 来 说 ， 对 雷 洋 事 件 都 不 能 回

避 ， 需 要 有 权 威 的 信 息 发 布 。 现 在 的 问
题 是 ， 应 该 发 布 哪 些 信 息 ， 谁 来 发 布 才
是权威的。

很显然，公众尤其是家属最关注的，
是雷洋从被“抓嫖”到死亡发生了什么，
这对判断雷洋因何而死，执法是否适当非
常关键。而办案警方随后发布的公告和回
应，花费很多笔墨来证明雷洋涉嫌嫖娼，
似乎还要证明他很熟悉那种场所。这样的
信息发布，并无法回应关键疑问，反而跟
着 一 些 人 的 猜 测 跑 ， 把 事 情 引 向 揭 人 隐
私、道德审判的方向。

热点事件的权威信息发布，不能落在
舆情后面，更不能落在舆情的对面。办案
警方的回应和信息发布，显然没有达到明
辨是非、一发定调的效果。再加上于执法
关键环节可能存在瑕疵，现场记录缺失，

反而招来更多质疑。
权威发布遭遇“老不信”，除了发布时

机和发布技巧的问题，更关键的原因可能
是，信息发布者本身就不够权威。在雷洋
死亡这一事件中，办案警方已经成了当事
一方，如果出警执法过程中存在不规范的
地方，很难保证他们发布的信息是客观真
实的。这种情况下，应由法定的执法监督
机关或更高级别的部门介入，才能发布更
权威的信息。

目前，检察机关已经介入雷洋事件调
查，当地警方已经不适宜公开发布与案情
相关或不相关的信息。雷洋的死因，需要
通过法医鉴定、检察机关的调查来确定。
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和舆论应该有耐心，
给真相一些时间；但前提是，这应该是经
得起检验和追问的真相。

“保健品神话”究竟是如何炼成的

高考后再拘留
体现法律的硬度与温度

（请本版作者速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龙敏飞

前几天，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王展(化
名)和同学计划骑摩托车进山放松一下，没有
驾照的他遇到了交警盘查，随后因涉嫌无照
驾驶摩托车被作出罚款500元、行政拘留10
日的处罚。5月8日，王展的父亲专门向办理
案件的秦岭中队提出申请，希望能允许王展
全身心地参加高考，在高考之后再接受法律
处罚。秦岭中队上报交警长安大队法制科及
相关负责人，经研究后同意王展父亲的申
请。(《华商报》)

理性地说，当地做出“高考后再拘留”
的决定，符合相关法律。在我国的 《治安管
理处罚法》 中，第一百零七条设定了特殊的
救济机制，即暂缓执行制度：被处罚人不服
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
政诉讼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暂缓执行行

政拘留的申请。公安机关认为暂缓执行行政
拘留不致发生社会危险的，由被处罚人或者
其近亲属提出符合本法相关条件的担保人，
或者按每日行政拘留 200 元的标准交纳保证
金，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暂缓执行。

更何况“高考后拘留”的做法，不仅符
合法律，也符合惯例。就在去年，在贵州省
铜仁市江口县桃映镇，高三学生高某也是因
为无证驾驶要被拘留，但同样推迟到高考之
后。而即便是关押在看守所里的人，同样有
参加高考的权利。

“高考后再拘留”的做法，不仅让公众
看到了法律的硬度，也看到了法律的温度。
所谓硬度，就是对王展的罚款与拘留并没有
减轻，而是依法办事；所谓温度，就是法律
在执行的过程中，又考虑到实际的情况，对
王展的特殊情况作出特殊处理。期待这次的
事件，能够成为后来者学习与借鉴的范本。

5月11日上午，在佛山市的一条公
路上，两只私人饲养的大鸵鸟冲出牢
笼，肆无忌惮地在车水马龙的公路上狂
奔，速度之快让很多开在快车道上的小
车也追不上。不过在它们分别跑了两公
里和七公里后，一只被撞死，一只被群
众擒获后死亡。（《信息时报》）

【点评】
@将：这是什么情况？
@爱情呼叫转移：最后一只是殉情

了吗？
@天大地大：难道就这样白死了，

谁为它们的死负责？

戴占林，河北邢台人，儿时因小儿
麻痹留下后遗症，双腿变形无法行走，
手术后靠拄双拐上完高中。一次偶然机
会，他走上讲台当老师。23年来，他送
走一届届学生，回报他的是学生的优异
成绩和家长的尊重。他说：“能教更多孩
子走向更大舞台，我心满意足。”（央视）

【点评】
@阿诺：一双拐杖，砥砺前行。三

尺讲台，最美身影。
@小岳岳：唯有致敬！
@胡雨水：身残志坚的典范。

□武 洁

据报道，每克售价高达千元的“极
草”，日前被国家相关部门从保健品中“除
名”。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火热的保健
品市场背后，是大量保健品依靠炒作概
念、夸大宣传等手法占领市场，成本和研
发费用则只占很小比例。（新华网）

尽管有过太多包治百病的“保健品”
骗局，最终被戳穿得体无完肤，也有太多
的上当者后悔不迭。不过，这并不影响每
隔一段时间，总有“新品”问世。那些被
传得神乎其神，并风靡一时的“保健品神
话”，还是会你方唱罢我登场。

那么，“保健神话”的生命力何以能如
此 之 强 ， 让 “ 保 健 神 话 ” 们 总 能 “ 吹 又
生”的春风又源于何处？简单地归咎于公
众警惕性的缺乏，对于保健品的营销术不
长记性，频频上钩，恐怕也未必公允。

应该承认，各类“保健神话”上演的
伎俩的确并不算高明。一旦被贴上“防癌
抗癌”之类的神奇标签，其中的谎言与骗
局已然彰显无遗，并不难于识破。而相当
数量的天价保健品，则充分利用了患者受
疾病长期困扰、病急乱投医的心态，成就

其忽悠“卖点”。至于天花乱坠的宣传究竟
有没有科研依据，保健品的功效及科学性
是否获得专业认定，往往无从验证和知晓。

并不高明的保健品骗局，无需质量仅
靠营销，便能成功洗脑并忽悠，固然一定
程度上暴露出公众对于保健常识的欠缺，
天 价 “ 保 健 品 ” 能 够 攻 城 略 地 ， 把 “ 生
意”做得如此之大，自然也拜缺乏常识的
公众所赐。然而，这显然还不是成就“保
健神话”的最关键的因素。

事实上，相比“保健神话”之神，正
规卫生保健服务缺位，公众的保健需求长
期得不到满足，其实才是让“保健”骗局
吹又生的真正“春风”。而这个缺口，还不
仅仅是保健资源缺乏，由于保健本身并不
能直接产生效益，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对于
预防保健工作有意无意地忽视，医疗体制
本身所固有的“重治疗，轻保健”现状，何尝
不是在为各种“保健神话”推波助澜呢？

一言以蔽之，各类“保健神话”其实
绝非平白无故从天而降。相比戳穿“天价
保健品”骗局个案，“保健品神话”究竟是
如何炼成的，为何总能改头换面的风靡一
时，保健品的专业认证与监管是否缺位，
正规的保健服务究竟能从哪里获得，或许
才更亟待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