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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回家带啥”是幸福的烦恼

炫耀酒驾被举报
莫怪交友不慎

□李英锋

河南一景区自2018年1月起，将
300余名失踪儿童信息印在10万张门
票上进行销售。近日，一名被拐10年
的女孩看到这一信息后，找到了自己
失散的亲人。对于景区这种寻亲行
为，有声音对景区是否可以自主将失
踪儿童信息印上门票提出质疑。对
此，有专家表示，通过公益扩大企业
社会责任的行为值得鼓励。（详见本报
昨日14版）

近年来，已经有多家企业与公益
组织合作，以饮用水瓶、酒瓶、共享
单车等为载体，印上并传播失踪儿童
信息，开展寻亲活动。而这些活动很
多都遭到一些人的质疑，被指为借公
益之名行商业宣传之实。

笔者以为，应该以建设性的视角
来解读和评判“酒瓶寻亲”“门票寻
亲”等活动。寻亲难，往往难在寻亲

信息的闭塞，难在寻亲信息传播的范
围有限。不少失踪儿童的父母靠着到
处打听、走访、发放张贴寻人启事、
网络发帖等方式寻亲，无异于大海捞
针。有时，即便求助于警方、公益组
织，如果缺乏针对性、指向性较强的
有效信息，也难以奏效。

比如，失踪儿童的父母在警方备
份了 DNA 样本，但失踪的儿童(可能
已经长大懂事)看不到寻亲信息，没有
提供自己的 DNA 样本，警方也就无
法完成比对，寻亲就不会成功。而企
业发起“门票寻亲”等活动，通过数
量众多且流动性极强的游客等群体传
播寻亲信息，寻亲信息的受众就增加
了，传播范围就扩大了，影响力也增
强了。这样，就多了一条寻亲的路
径，就多了一些“宝贝”回家的希
望。

寻亲信息渠道的增加会提升寻亲
成功的概率，纵使“门票寻亲”等活动在
一段时间内没有取得实质效果，对寻亲

也是有益的，对丢失儿童的家庭也是一
种安慰，传递了正能量。令人惊喜的
是，一名女孩看到了相关信息后已经与
家人团圆，这无疑是对“门票寻亲”活动
最有力的肯定和鼓励。

“门票寻亲”等活动并未被法律禁
止，企业有在法律底线之上发起公益寻
亲活动的自由。新闻中的这家景区与
公益组织“宝贝回家”合作，取得了该组
织的授权，通过正规渠道选取了300名
丢失儿童的信息，保障了活动的正当
性、严谨性和公益性。实际上，“门票寻
亲”等活动也获得了丢失儿童家庭的普
遍支持，符合这些家庭的需求。

只要“门票寻亲”具有公益性的
一面，也就值得肯定。退一步讲，即
便企业发起寻亲活动，是一种炒作，
也是一种有价值的炒作，是一种能够
体现社会责任感的炒作，具有爱心和
温度。这样的活动多多益善，我们也
应该秉持一种包容的态度，为企业助
力寻亲创造一种正向舆论氛围。

□李小将

最近几天，可能不少市民已经感
受到，理发、洗车、洗澡等服务行业
都涨价了。可是，1月28日晚，记者
在市区辽河路沟张农贸市场一家理发
店看到，这里春节理发不涨价，与平
时一个价儿。（详见本报昨日06版）

在服务行业涨声一片的潮流中，
这家理发店连续三年不涨价，犹如一
股清流，温暖人心。不得不说，这是

一个有温情、有温度的理发店。赵迪
不愧是一位诚实守信的老板。

为何在很多商家把“春节涨价”
作为难得的机遇时，他却要另辟蹊径
呢？赵迪一句“都是老顾客，这么多
年一直照顾生意，咋好意思涨”道出
了原委，这不仅是经商之道，也是为
人处世之道。因此，“三年不涨价”不
仅是一种坚守，更是一种智慧。

“春节涨价”的商家一定就能赚
吗？“春节不涨价”的商家一定就吃亏
吗？我看未必！如今，市民消费渐趋

理性，更加追求物有所值的消费，价
格涨得高了，大不了不在你这消费，
换一家便宜的就是了。在这种情况
下，那些不涨价的商家，更容易吸引
消费者，让消费者记住。

对“门票寻亲”多一些包容

□史奉楚

近日，一名女子疑似在酒驾后发朋友
圈炫耀，该做法引起了其朋友圈好友的反
感，一名好友表示“看不过眼”，酒驾害人，
尤其是害了更多的无辜路人或者身边车
辆。后该女子被好友截图举报。广州交
警接到举报后，迅速介入调查，并在1月
24日将该名女子查获归案。经仔细调查，
广州交警对其酒驾行为作出暂扣机动车
驾驶证6个月，罚款2000元，计12分的处
罚。（据《南方都市报》）

此事被媒体曝光后，引发了广泛热
议。关键是，举报涉事女子的不是别人，
而是微信好友。那么，该女子被微信好友
举报，到底是交友不慎还是自作自受。平
心而论，无论是从道德层面还是法律层面
讲，该微信好友的举报行为都不该被苛
责。

从世俗伦理的角度来看，好友的举报
行为让很多人无法接受。在很多人的认
知中，不出卖朋友是做人的底线，即便其
朋友违法乃至犯罪了，也不该将其举报至
公安机关。

但是，无论是从道德还是法律角度出
发，其朋友的举报行为都不该被苛责。从
法律层面讲，举报违法犯罪是公民的权利
和义务，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
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
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知情不报
者，虽然不构成违法犯罪，但如果对犯罪
分子或犯罪证据有积极的隐瞒、藏匿等行
为，或提供物资和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匿
的，则可能构成窝藏、包庇罪。

而从道德层面讲，违法犯罪行为严重
扰乱人们赖以正常工作生活的社会秩序
和社会安宁。如果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
挂起的心态对待违法犯罪行为，破案率将
会下降，犯罪分子可能逍遥法外，社会安
宁甚至自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就以
酒驾或醉驾来说，这看似小事，实则可能
酿成重大交通事故，让无辜者遭遇无妄之
灾，让美满家庭被醉驾的车辆“冲散”。因
此，每个合格公民都应履行这一道德义
务，也应从道德层面对举报行为加以肯定
和褒扬。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社会首先是法治
社会，法治和规则才能有力捍卫社会安
宁，从而提升公众安全感。尊重法律、敬
畏规则才能给自己带来幸福和平安。具
体到此事件中，最该谴责的恰恰是酒后驾
驶还发朋友圈炫耀的女子。敢于酒后驾
驶，说明其对法律没有起码的敬畏，对他
人生命财产安全没有半点尊重；发朋友圈
炫耀，说明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丑陋
心态，必然会引起朋友圈好友的反感和举
报。

所以，与其苛责微信好友的举报行
为，不如说酒驾女子是自作自受、自食其
果——没有其嚣张的酒驾在先，也就没有
微信好友的举报。微信好友的举报，于私
而言，是避免涉事女子一步步掉入深渊的
挽救行为，于公而言，是保护公共安全和
公共利益免遭侵害的“大义灭亲”。

□张海英

在外打拼的人即将在春节期间与
亲人团聚，自然是一种幸福的期待；
然而如何为这种团聚增添更多价值，
却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春节回家带
啥”，是每个准备回家过年的人都要面
临的问题。在微博等社交平台，“春节
回家带啥”再次成为讨论的热门话
题。（据中新网）

对于每一个准备回家过年的人来
说，恐怕都会面临“春节回家带啥”
的难题。尽管父母可能会说“什么都
不用买，只要回家就好”，但子女一般
不会两手空空去见父母。虽然说兄弟
姐妹等亲人只是期盼你回家团聚，但
带礼物是不少人的习惯，也是一些家
族的传统。

表面上看，“春节回家带啥”的选择
题比较简单，即送礼的对象缺什么你就
带什么，或者说，你所在的城市有什么
特产就带什么。但实际上却很令人纠
结，比如很多父母往往会说自己什么都
不缺；或者，你准备要带的特产老家也
有销售——这就让你更加困惑了。

其实，这是一种“幸福的烦恼”。
在外打拼的人即将在春节期间与亲人
团聚，自然是一种幸福的期待；但如
何为这种团聚增添更多价值，则是个
令人头疼的问题。而在物质极为丰富
的今天，琳琅满目的商品多到消费者
不知道要买什么，这种感觉既幸福又
纠结。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春节回家带
啥”也曾是个问题，也曾让人烦恼，
因为没有多少选择。而如今不知道回
家带啥，则是选择太多带来的烦恼。
尤其进入电商时代后，各地特产乃至
国外商品在网上应有尽有，且有快递
送到家，也会让消费者陷入幸福的烦
恼。

因为电商平台出现之后，无论你
生活在大城市从网上购物，还是生活
在农村地区从网上购物，选择机会与
消费成本几乎是一样的，你能从网上
买到的东西，你的亲人也能从网上买
到，显然这又会增加你的烦恼，原因
是，你认为独特的礼物似乎不那么独
特了。

可以说，“春节回家带啥”也是观
察时代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

一个微观“窗口”。虽然 10 年前或 20
年前很多人回家的情形与今天有相似
之处——即提着大包小包回家团聚，
但包里礼物应该是有区别的，比多年
前的礼物更丰富更有品质。

笔者以为，在你不知道回家带啥
的情况下，最好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
化，即只要你用心给亲人选择礼物，
他们都会很高兴。即便你所带的礼物
在老家在网上也能买到，但是因为你
回家过年了，你用心选择了，就会给
他们带来惊喜和快乐。

“礼轻情意重”这句话，比较适合
在春节期间给亲人送礼。并不是花钱
越多的礼物所代表的情意就重，而是
只要你适当表达心意，亲人们都会感
受到你的浓浓情意。即使你不带任何
礼物回家，亲人们也会张开热情的双
手欢迎你回家过年。

从近两年情况看，节后返城的人
群，不管是汽车后备厢还是行李，都
装满了亲人对你的“回馈”，这种“回
馈”的分量，或许远比你带给亲人的
礼物要重很多。当然，亲人之间的互
相赠予不能以“分量”来论，而是互
相表达心意、爱意的独特方式。

春节不涨价 服务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