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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业乞讨者举牌是法律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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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别人孩子打一顿“护犊”还是“害犊”

保安小哥“举牌揭骗”走红，一方面折射出人们对职业乞讨、乞讨骗术等的无奈与痛恨，另一

方面也反衬出我们在治理与打击类似骗术方面的缺陷。

可陪孩子做“功课”却不必陪孩子应聘

点点评
18日，重庆2015届毕业生大型双选会现场，90后应届毕业生仍然是主力军，记者看

到不乏有求职者在父母的陪同下一起来应聘。求职者小唐在父母陪同下应聘，一言不发
玩手机。

□祝建波

近日，章丘明水小学的小学生小
李在学校里被另一名女孩的家长打
了。打人家长的理由是，小李摸女孩下
体。但小李和其家长却称：“一起玩时
不小心抓了一把，不知道抓哪了”，“不
是故意的”。

在常人眼里，孩子之间打闹玩耍，
发生肢体接触，是很稀松平常的事。即
便小李确实摸了女同学的下体，其只
有不到10岁的年纪，故意性明显很小，
更构不成猥亵。

因此，笔者认为，孩子间发生矛
盾，问明事情原委，查清事实是处理的
前提条件。作为家长，应该和老师及时
沟通，让老师和学校出面解决，毕竟这
是在学校里发生的事。即便小李的行
为涉嫌违法，当事家长也该报警，然后
等候警察来调解或者处理。

如此先入为主地自我维权，只能
把大人的简单粗暴、拙劣无良展现出

来，不但逾越了大人本应有的理性防
线，忘记了法律的底线，同时，也可能
会让自己孩子滋生出暴力的性格倾
向，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的孩子。由此
造成的二次伤害，甚至比孩子间的无
意伤害更加严重。

试问，哪个孩子不是父母的“心头
肉”？在孩子受到伤害后，家长“护犊”
本是人之常情。但“护犊”显然不是简
单地替自家孩子出面，更不是一巴掌
打下去的快意恩仇。须知，那不是“护
犊”，而是一种多重伤害。毕竟，自己的
孩子是“心肝宝贝”，别人家的孩子也
是“心头肉”。

在教育部印发《严禁中小
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
课的规定》“禁补令”后，假期学
校集体补课的现象得到有效遏
制。但记者在安徽、江西调查发
现，“学生一周补课6天”“在职
老师变身补习班老师”等现象
依然不同程度存在。漫漫暑期
成了学生和老师忙碌的“补课
时光”。

新华社发

连轴转

王军荣：陪着孩子去应聘，这本身
就是一种“未断奶”的表现。企业要找
的员工，多是能吃苦、自立以及善于和
人打交道的，这也是毕业生走上工作
岗位前应有的素质。可由父母陪着的
大学生，又如何能让企业放心呢？

陪孩子去应聘的父母最该反思，
孩子的不独立恰恰是父母造成的。找
工作可以有多次失败，但或失败或成
功都要由孩子独自承担，父母何必陪
着呢？做父母的可以帮助孩子在应聘
前做足“功课”，却实在没有必要陪孩
子去应聘。

毕晓哲：在笔者看来，家长陪同下
应聘，而且还无所事事玩起了手机，根
源在于这些大学生没有感受到未来生
存的压力。

这些大学生从小到大被家长“包
办”，也从未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和不易，
他们无论从心理上还是精神上没有“成
年”，更没有成年人的社会担当和创业
思维。这些“边求职边玩手机”的大学
生，从心理上可能认为求职不成也无所
谓，大不了“家里蹲”、“啃老”。在这样的
心理之下，“求职”与否往往是父母“逼”
着来的，其积极性可想而知。

李冰洁：不敢说那些包办子女应聘
的父母把孩子当成了“随身物品”，但
可以肯定，连孩子应聘都要陪同一起
来的家长，要么对孩子太溺爱，要么孩
子的社交能力差劲。

有道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父
母替孩子包办一切，孩子从来没有经
历过失败和挫折，不只是缺少人生经
历，更缺少独立处事的能力，一旦父母
不在身边就手足无措。就此而言，父母
的溺爱不是罪过又是什么？所以，社会
学家张宝义认为，家长给予孩子的爱
不应过量，过量反而变成负担。

近日，笔者去洪楼山大老校锻
炼时看到堆放在教室门口的防洪沙
袋裸露，有的沙子直接暴露在外边。

防洪沙袋虽平时闲置，但关键
时刻能派上大用场，只有保持完
好，才能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眼下，正值主汛期，宁可备而不用，
但不可一日不防，只有像爱护眼睛
一样保护好防洪物资，才能做到严
阵以待，避免临时抱佛脚。笔者希
望，不只汛期，相关部门更要在平
时加强对防洪常识的宣传，让人人
都了解沙袋等防汛物资的用途，并
确保完好无损，让其关键时刻不掉
链子。 ——— 读者 甘泉

□北方

最近，不少沈阳人在朋友圈分享
了中国医大四院保安小哥小梁的照
片。图片中一名女子抱着小孩坐在地
上乞讨，在两人左侧不足5米处，一名
保安小哥手拿一张写着“骗子”的纸牌
蹲在地上，纸牌上还画着两个指向箭
头。(相关报道见今天31版)

你谎称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我劝
阻你离开你不听，类似的事情非常
多。面对这样的情形，有人无奈摇头，
有人选择远离，有人报警。但沈阳市

这位保安小哥“举牌揭骗”，这种做法
明显比较新奇，于是引发了关注和轰
动。

就个案分析，保安小哥很有正义
感，在初步分析与调查之后，确定了当
事母子是“有意谎称困难”，是欺骗性
乞讨，所以做了个“骗子”的指示牌，以
提醒路人不要上当。但如此做法又明
显不妥：比如保安毕竟不是公安机构，
在没有充分调查的情况下，不能轻易
给别人安上一个“骗子”的名头。否则，
对方如果反过来告保安诽谤，又当如
何处置？

而就当下的普遍现实来看，乞讨
骗术甚至诈骗等非常多见，显然不能
每一次都像保安小哥一样，用“举牌揭
骗”的办法进行反对与治理。一方面，

“举牌揭骗”有可能造成误伤，使得真
正需要帮助者失去被帮助的机会；另
一方面，如果一些人欺骗性乞讨、强讨

强要，甚至诈骗等，其明显是违法甚至
是犯罪行为，而“举牌揭骗”最多将其
驱离，无法使其得到应有的惩罚，更无
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换言之，“举牌揭骗”有一点儿“羞
辱你一番”的意味，其类似于古代给犯
人脸上“刺字”，虽然代表了正义，但未
必人性，甚至涉嫌违法。而针对乞讨骗
术等，我们也确实需要对其进行“举
牌”，但我们举起来的，不应该是保安
小哥手里写有“骗子”字样的纸牌，而
应该是完善的法律之“牌”，是公安等
部门严格管理之“牌”。

就此而言，保安小哥“举牌揭骗”
走红，一方面折射出人们对职业乞讨、
乞讨骗术等的无奈与痛恨，另一方面
也反衬出我们在治理与打击类似骗术
方面的缺陷。而如何改变这种不正常
现象，打击骗术甚至诈骗，避免爱心受
伤，才是值得我们反思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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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江苏句容一对夫妻在女
儿病逝后，将160多位好心人捐的4
万元钱挨个退回。（新华）

点评：感动之下只有点赞了。
新闻：北京一男子将1岁2个月

的女儿放在14层楼的窗台上致其坠
亡，法院以过失杀人罪判处男子6年
徒刑。(据《法制晚报》)

点评：爱孩子的父亲是不会做
这种事的，这是他罪有应得。

新闻：杭州一对老夫妻在独生
女儿百天祭日双双自杀，之前女儿
因白血病去世。(据《杭州日报》)

点评：哀莫大于心死，失独的老
人最可怜！

新闻：近日延安市要求公务员
周六加班，原因竟是37年来GDP首
现负增长。(澎湃)

点评：加班就能提升GDP？真逗！
新闻：上海规定，私家车司机开

专车或通报其工作单位。(据《新闻
晨报》)

点评：这算什么处罚，与工作无
关的事，单位能管职工多少事？

新闻：安徽的葛大妈因为跳广
场舞遭丈夫阻拦，怒摔音响欲跳16
楼轻生。(中青)

点评：给这位大妈支个招，拉着
老公一起跳，说不定他会爱上广场舞。

新闻：英国一名4岁白血病女孩
对妈妈说想和护士大叔结婚。于是，
家人和医院的工作人员给他们在医
院里举办了一个小小的婚礼。

点评：好有爱。假如生活注定残
酷，不妨学学这个小女孩。

一家言

防洪沙袋岂能

千疮百孔

上午到英雄山风景区散步，发
现山顶凉亭的几处护栏遭到不同程
度的破坏，致使凉亭有碍观瞻，同时
也带来安全隐患。

有关部门花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财力安装公共设施，是为了游客
的安全和景区美观，体现出一种人文
关怀。好好的护栏被人肆意破坏，对
这种不文明行为应该严厉谴责，并且
一旦发现破坏者，更要让其受到应有
的处罚。 ——— 读者 陶玉山

你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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