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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赵开浪

“
人 间

自 有 真 情
在，大爱永康扫阴
霾 。 寒 冬 里 的 好
人好事暖人心房，
然 而 只 有 广 泛 发
动 全 社 会 共 同 参
与，“善”的辐射力
会越来越大，我们
的 社 会 才 会 更 加
和谐美好。

寒冬里的一股股暖流温暖永康：

“老兵开的包子铺，说出暗号吃完直接

走”“快递小哥救起一落水老人”“两公

交司机热心助人不含糊”⋯⋯一个个感

动人心的故事，激起层层涟漪，激荡出

更多的善和爱。我们除了点赞与转发，

还有被感召和行动。助人为乐、诚信正

义不仅仅是点点微光，而是广泛发动全

社会共同参与，汇聚万千爱心形成漫天

星火。

自我市开展“立信义 弃陋习 扬正

气”专题教育整治以来，诚信早已深入

人心，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正能量鼓起

“永康号”巨轮的风帆。我们看到了向

上向善的主流越来越澎湃，如今，“立信

义 弃陋习 扬正气”专题教育整治面临

收尾，但助人和信义之光点亮漫天星

火，依然要持续巩固，久久为功。

让助人之光点亮漫天星火，需要

大张旗鼓表彰好人好事。助人为乐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永远都不会成

为“过去时”。老兵阿武的故事上了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后，他更谦虚

了。凌晨三四点钟，阿武和员工们就

起来做包子，他说制作更新鲜、美味且

价廉的包子，同样让人心底踏实、开

心。无独有偶，在总部中心一家餐厅，

市民黄先生对一名昏迷的陌生人及时

救助，并实施人工心肺复苏，使其脱离

生命危险。黄先生被找到后，再三要

求不要公布其姓名，这种不留名式的

助人为乐更值得推崇，因为这样的助

人为乐更能感动他人。我们不知道你

是谁，但知道你为了谁。当“善”的基

数越来越大，“善”的热量值和辐射力

也将越来越大，我们的社会自然会越

来越和谐美好。

让助人之光点亮漫天星火，需要用

现代化手段挖潜赋能。志愿者是助人

为乐的主力军，他们参与社区共建、引

导文明过马路、义务献血等，发动更多

人加入志愿者行列，让志愿汇 App 功能

更强大，比如不仅有签到功能，还可以

上传志愿服务照片、短视频等，把参加

志愿者与入党、参军、入学等积分结合

起来，还可以挖掘很大潜力。“党员进社

区，点亮微心愿”活动中，许码头社区一

位阿婆的子女在美国，她不需要钱，只

希望每周陪她聊天一次。看似简单，其

实很难如愿。如果社区多举办一些文

体活动，特别是各个社区之间打破壁垒

互相送节目，就会有效弥补社区许多市

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让助人之光点亮漫天星火，需要鞭

挞丑恶消除背信弃义逆流。市委政法

委牵头，成功化解了高川花苑某住宅原

房东以“庭院未纳入拍卖范围要求补

偿”事件，各方都较为满意。曾经我市

拆迁安置房私下成交后，等到过户时

“不加价不签字”，严重破坏了诚信环

境。市法院从 2015 年开始，果断判决合

同有效，支持不用加价一样可以过户，

这股背信弃义逆流终被消除。

德不孤，必有邻。助人为乐如火

苗，点亮漫天星火，蔚为大观，一片光

明。

让助人之光点亮漫天星火

□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孩 子
的 教 育 问

题 不 容 忽 视 。 李
女 士 的 做 法 或 许
是无奈之举，但更
有 效 的 方 法 是 遇
到 问 题 多 和 孩 子
沟通交流、正确引
导，“吓唬”起不了
大作用。

“

发现有小偷作案立马报警，很正

常。但是，身为母亲因自己的孩子偷钱

报警，不常听说。近日，11 虚岁的女孩

晨晨（化名）在我市某镇超市偷拿了 35

元钱，正好被店主撞见。母亲李女士得

知当即返还钱财后直接报了警。

这事一经视频上网，毫无疑问很快

引起众网友的关注和热议。其实，这母

亲也是迫于无奈，因为晨晨之前就有偷

拿家里钱的行为，怕她以后会养成偷窃

习惯，所以想让公安民警出面帮着“吓

唬”教训一下。应该说，其出发点是不

错的，不过，我在想，除了报警，是不是

还有更好的处理教育方法？

大多数网友表示认同这种教育方

式，因为有的孩子家里人教育听不进

去，只有警察叔叔说了才有用。也有网

友认为，不应该报警，可以带她去派出

所自首，如果让街坊邻居都知道了，可

能成为她一辈子过不去的坎。

一般说来，中国人讲究“家丑不可

外扬”。通常，遇到自己的孩子在外面

做了坏事，家长会当场呵斥一番，再带

回 家 关 起 门 来 严 厉 教 训 甚 至 打 骂 一

顿。虽然“棍棒下面出孝子”等粗暴方

式早已不适应现代教育，而且也有违法

律规定，但是“家丑”很多时候确有必要

关起门来“内部解决”，“外扬”反而可能

激化矛盾，使问题复杂化。

所以，别说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哪

怕是别人见孩子在超市偷了数目不大

的钱，也最多上前教训一下，一般不会

采取报警的方式。因为 11 岁的少年属

于未成年人，在法律上属于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即使真的犯罪，根据《刑法》规

定，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不负刑事

责任。再说，偷拿 35 元钱的行为远非犯

罪的程度。《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规定，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

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

辅的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依法

处罚后，在升学、就业等方面不得歧视。

至于“小时偷针，大时偷金”的故

事，主要还是警示后人“家教”很重要。

有儿童心理学家指出，很多孩子并不存

在“偷窃”的意识，“他们只是拿走自己

想要的”。由于家教的缺失和过于宠

溺，导致孩子分不清“我拿东西”与“不

告诉别人我拿东西”的差别。这种“不

告而拿”的“偷窃”行为，一经发现就该

“家法”严处，因为痛苦永远是让孩子长

记性的有效手段，当然不是“棍棒”。从

小受良好教育的孩子，哪怕别人主动赠

物，他们也会先去寻求家长的同意。

回到网友们热议的话题上来，其实

答案已经有了。正如派出所民警对李

女士讲的，“孩子教育的问题不容忽

视。作为孩子最亲近的人，遇到问题应

先和孩子多沟通。我们警察只能起到

辅助帮忙的作用，最关键的还是家长和

孩子之间的交流”。也就是说，“第一任

老师”的沟通交流、正确引导非常重要，

“吓唬”起不到大作用。

正确的“家教”比“吓唬”更重要

“
擂 台

的设立，实
际 上 起 到 一 种 风
向标的作用，是对
担 当 有 作 为 的 村
干部给予肯定，给
他们出彩的机会，
也 擂 醒 尸 位 素 餐
的村干部。

□特约评论员
薛建国

11 月 25 日下午，我市举行首场“扛

旗争先 共富共治”村干部擂台赛，由各

镇街区“海选”推出的 16 名村党支部书

记携治村经验、治村成效和治村感悟登

上了“晒拼创”的舞台。

村干部擂台赛，使村干部的角色定

位更清晰，即在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征途

上，他们是赶考人，而广大村民群众则

是出卷人，村干部如何作答需经得起村

民的评判。村民能不能给高分，关键看

平时你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群众的

眼睛是雪亮的，村民最有发言权，功夫

不下在平时，靠临时抱佛脚，你可能因

言之无物而难以蒙混过关。村干部登

上擂台，说白了就是述职，说得好不好，

就看平时干得好不好。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三人行必有我

师。村干部擂台赛同时也是一个相互了

解、取长补短的学习平台。新农村建设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广大村干部也表现

出了应有的担当，努力把工作做深做细

做透，各自都形成好的经验、好的做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村干部可以通过这

个擂台，借鉴兄弟村的好经验、好做法，

从而使村里的各项工作都能够拾级而

上，让党委政府放心，让村民群众满意。

从这个意义上说，打擂虽然是竞争和比

拼，但基础离不开友谊，通过打擂，使好

的经验、好的做法得到推广。新农村建

设要的是遍地开花，而不是孤芳自赏，一

枝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这个擂台赛搞得好，对想干事、干

成事的村干部是一种正向激励。工作

好坏没有标准，没有评判，导致的结果

一定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

样，显然有失公平，久而久之，就会挫伤

那些努力进取、有抱负之心的村干部的

积极性。这个擂台的设立，实际上起到

一种风向标的作用，是对担当有作为的

村干部给予肯定，给他们出彩的机会。

渴望辉煌，想赢得荣光，这样的村干部

就不该让他们沉默，就该让他们走到聚

光灯下，为更多人所熟悉、所崇仰。

当然，这个擂台，也能唤醒那些装

睡的人。现实中，绝大多数村干部是对

得起组织和村民信任的，认真履职，克

己奉公，但不可否认，也有那么一些村

干部事业心不强，私心杂念太多，把时

间和精力主要花在谋取私利上，对待分

内工作不上心，自我标准不高，要求不

严，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

种村干部对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伟业有

百害而无一益，我们这个擂台要把他们

擂醒，让他们明白自己是什么人，应该

干什么事。如果继续装睡，干脆把他们

擂翻，只有把乱作为、不作为者拉下马，

更多的有担当有作为者才能脱颖而出。

村干部擂台赛，对有担当有作为的

村干部来说，这是一个让他们策马扬鞭

的平台，而对那些尸位素餐的村干部，

则又起到了鞭打慢牛的作用，可谓一举

两得。相信这个擂台赛，一定能赛出农

村基层干部的精气神。

村干部擂台赛提振基层干部精气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