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9月21日 星期五 责编：李小将02 时评

遗弃老人被判刑的警示
□史奉楚

2017年5月下旬，四川省绵阳市
平武县先锋村村组干部到80岁的贫困
户张大爷家走访时，发现其死在家中。
经当地公安机关查明，因生活琐事，去
世的张大爷独自居住。当地司法所、村
委会等多次联系其5名子女，但子女均
未有效履行赡养义务。日前，法院认定
5名子女犯有遗弃罪，分别判处5名子
女有期徒刑一年或两年。（新华网）

众所周知，赡养老人不仅是子女的
基本道德义务，更是其不可逃避的法律
义务。因而，这5名对家中老人不管不
顾、任由其死亡的子女，最终被判处刑
罚并不冤。而从长远来看，相关部门还
是应完善规则体系，强化执法力度，不
断形成威慑，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遗弃罪是指负有扶养义务的人，对
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
活能力的人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
为。可以说，法律规定较为清楚明白。
但现实中，由于各种因素，难以对未酿
成后果的遗弃行为追责惩戒。譬如，被
遗弃者往往是年老、年幼、患病等，这
些人行动不便，甚至没有自主表达能
力，其一旦被遗弃之后，就会丧失求助
能力，其向外界或执法机关求助的概率
大大降低。

这样一来，被遗弃者便处于“自生
自灭”的悲惨状态。一般来说，很多人
倾向于认为遗弃行为属于家务事，外人
不便干预。即便有些基层组织介入，由
于没有执法权限，往往只能劝说或者向
被遗弃者提供微薄的救助，不仅无法提
供有效帮助，更无法以强制力要求扶养
人履行扶养义务。因此，往往只有当出

现被遗弃人死亡或者重伤的严重后果
后，方能惩戒扶养人，却无法在事前以
刚性的规则要求扶养人尽到相应义务。

必须强调，赡养老人是每一位公民
的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尤其在老龄化
社会，更应强调子女等扶养人的责任，
着重点在于对老年群体的物质保障和精
神呵护。如强调基层组织、老年群体权
益保护组织的“巡查”“家访”责任，
以便及时发现问题，通知执法机关妥善
解决。

需要指出的是，应该强化对遗弃
行为的打击力度，不该再等到出现严
重结果后方启动追责，而应降低追责
门槛，如只要将没有自理能力的老人
置于无人管护境地，且经有关机关责
令改正两次或三次后仍不改正的，即
追究其遗弃行为。这样方能倒逼人们
尽到扶养义务。

“昨日面包”何以温暖常在
□司马童

“昨日面包，已下架，免费拿取，尽快
食用，请勿浪费，每人限两个”。每天清
晨，西安一家面包店会将前一天没卖完的面
包摆放在店门口，供需要的人自取。附近的
保安、环卫工以及一些老人颇受其益。有市
民点赞说：“感觉很温暖，希望多些这样的
良心商家。”（详见本报昨日14版）

商家诚意满满奉送“昨日面包”，
愿意来拿的尽可随意取走。“昨日面
包”虽然不像刚出炉时那么新鲜，但食
用质量仍是有保证的；虽然两个面包对
于富裕的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有需
要的人至少算一顿饭。关键是这种行善
且尊重他人的温情方式，也更容易被接
受。

有人说，经营面包店其实是一个良
心行业。对于众多上班族来说，面包是
十分方便快捷的早餐之选。这当中，有
些面包店里的面包是工厂配送，但也有
不少店家是现做现卖。于是，坊间向来
有个疑问：无论是工厂配送还是店里现
做，若有当天卖不掉而剩下的面包，店
家又是如何处理的呢？人们可以相信，
多数经营者会像西安那家面包店一样，
或以信誉立业，或化温暖送人，但却未
必没有个别店家，钻进钱眼操弄着以次
充好的勾当。

“昨日面包”何以温暖常在？一方
面，店家宁可明白告知免费送人，也不
降低标准“消化”渔利，揭示的正是诚
信第一的为商之本；另一方面，有道是

“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
食”，很多时候，尊重比行善更重要。所

以，在行善的同时，必须谨记尊重和照
顾他人的感受，既做到热心帮助弱者，
也尽量让自己和受助者的内心，都觉着
舒服与释然。否则，你说是爱心温暖，
在别人眼里，却可能变成了高高在上的
张扬施舍。

作家梁晓声阐释过什么是文化的四
句话：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
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
想的善良。曾有一篇文章写道：有位青
年去街头给流浪汉发面包，有的人或感
激，或犹豫地收下了，也有一些人则直
接拒绝了。第二次去时，青年人请流浪
汉们帮自己完成一个魔术表演，当盘子
中“变”出美味面包，就把它们赠送给
合作者，于是所有人都欣然接受了。显
然，“合作变魔术”的行善，就是一种高
明的尊重。

“21天不生气”是有益尝试
□堂吉伟德

这两天，湖北武汉一群小学生的暑假
作业突然在网络上走红。这份暑假作业
并不要求孩子们做习题，而是和家长一起
完成一项“21天不生气”的挑战。全班仅
有一对双胞胎和父母挑战成功，家长的生
气原因超过八成是因为作业。（详见本报
昨日14版）

在奇葩作业盛行的大背景下，这份
暑假作业令人眼前一亮。然而，44个家
庭参与，最后仅有一个家庭完成任务，是
作业太难还是控制情绪不易，答案不言
自明。

很多东西知易行难，“21天不生气”
看似简单，落实到行动上却殊为不易。
很多家长尝试后才发现要完成好这份
暑假作业并非想象中的那般轻松，即使

已做好充分准备，时刻提醒自己，但仍
未能控制住情绪。尽管本次作业的结
果惨不忍睹，但完成作业的过程却让每
个参与者收获满满。很多家长对生气
的危害性有了深刻的认识，逐步学会将
情绪“关进笼子里”，着手构建更为通畅
有效的沟通渠道。比如，在家里设置

“暂停角”和“惩罚箱”，以调节家庭成员

间的情绪冲突，成员之间彼此提醒、帮
助，注重平等尊重的原则等。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 ，家长是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优秀的家长才能培养
出优秀的孩子。往往是家长脾气温和、
讲事理，孩子也通达而理性；若是家长脾
气暴躁，孩子性格也会相似。合格的家
长往往懂得让不良情绪“止于当所止”，
也会合理引导孩子的情绪宣泄。家长式
的作风固然可以体现权威，却很难赢得
孩子的尊重与信服，只有多沟通交流，才
能消除误会、增强信任、促进和谐。

家庭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家长
在其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既
是教育者又是被教育者，既要成为孩子
最负责的监护人，也要当孩子最值得依
赖的贴心人。“21天不生气”作业让家长
得以与孩子共同成长，这样的家教思路
值得借鉴。

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
率居高不下。不过，当前儿童近视
治疗市场还存在不少乱象。记者调
查发现，一些所谓的近视康复机构
没有系统的理论支持，采用的方法
也是五花八门，还有一些机构在全
国招揽加盟商，但对加盟者几乎没
有医学背景要求，也没有相关医师
资格的门槛和培训。（新华网）

要真正保护孩子的眼睛和视
力，尽快治疗好孩子的近视，要避
免家长上当受骗和被忽悠，这就需
要先治理好儿童近视康复治疗市场
的乱象，对近视康复治疗市场进行
规范整顿。

□李小将

9月19日上午，在从永州发往深
圳北G6078次高铁上，一名女子在永
州上车后，原本是靠走道的座位，但强
行坐到了靠窗座位，当列车工作人员协
调座位时，却遭到了女子的“强词夺
理，霸占座位不肯让座。20日，中国
铁路广州集团公司铁路客运部和衡阳铁
路公安部门对“霸座女”做出处罚：罚
款200元，180天内无法购买火车票。
（详见本报今日14版）

“霸座男”的余波还未平息，又现
“霸座女”。与“霸座男”相比，对“霸
座女”的处罚来得比较及时。

两人被罚款和列入黑名单是咎由自
取，理应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但我们不
能忽视，明明两人都违法了，为何乘警
当时就管不了或不管他们？这种事后处
罚虽大快人心，但对被侵权的乘客到底
有多大意义？面对类似行为，难道只能
靠网友的曝光？

乘警是列车上的治安保卫者，肩负
着预防和打击犯罪，维护列车治安秩
序，保护旅客生命财产安全的神圣职
责。对于这种扰乱公共秩序的霸座行
为，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乘警应当机
立断，果断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之
规定，对其进行处罚，而非一再忍让，
让其一路逍遥自在，下车后拍拍屁股一
走了之，让乘客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

处罚“座霸”
不能总在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