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一青年在汉口街
头摆摊“卖脸卖跪”———只要
有人愿出钱， 就可朝他脸上
吐口水，或让他下跪磕头，甚
至可抽他一耳光。 该男子自
称姓秦。 他认为，创业是要做
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只要放
下面子就能赚到钱。 现场虽
有人围观， 但没一个人“消
费”。

商品社会，创意无限。 为
创业， 不惜抛弃面子在街头
贱卖尊严，创意可谓离奇，勇
气也可嘉。 只是，文明社会的
商业行为， 不但要符合公俗
良序，还需恪守法律，让人吐
口水、抽耳光，在“卖方”是有

失人格尊严，而对“买方”，不
仅有悖文明和社会道德，且
有违法之嫌。 即便“愿打愿
挨”，也不宜提倡。

文明与愚昧、新奇与荒诞

常常是一纸之隔，做别人不敢
做的事固然不错，也可能颇吸
引眼球，但被围观并不代表受
热捧，有时也会是自取其辱。

（文
/

言者图
/

春鸣）

“采血破案”背后的权力失范
只为揪出学生宿舍里的小偷，最近，

山东滨州学院上演了一场采集学生
DNA

的行动，

5000

多名本科男生全部
被一一采血验

DNA

。对于学生表现出的
疑虑，现场的警察只有一句回答：“安静，

不要说话”。 （

10

月
13

日《西安晚报》）

警方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和“案件排查工作需要”可以进行

DNA

采集， 但并不等于就可以“宁可错杀一
千、不可放过一个”。 从滨州学院本科男
生被采血验

DNA

来看， 有三个方面值
得商榷：其一，警方侦办案件走的是逐步
缩小嫌疑人目标的“路线”，但滨城区

38

起学生宿舍盗窃案的侦查情况只是表明
“不排除学生盗窃的嫌疑”。 缺乏精确的
办案方向就大海捞针般地对全校男生进
行采血排查“一网打尽”，实在是一种懒
政； 其二，

DNA

采样主要是用来充实嫌
疑人犯罪证据的， 大范围采集实质则在
对全体男生做“有罪推断”，行政命令的
介入极易引发学生的“不安”；其三，撒网
式地采集

DNA

比对排查，牵涉到
50

多
万元的公共成本， 这岂是警方为了破案
就可以随意大笔一挥的， 真不知这个权
力是谁给的？

滨城区警方“高调”采血破案，总给
人一种急于求成的感觉， 暴露出的办案
作风粗暴、 办案手段粗放等问题不应小
觑。 说到底，是警方缺乏“以人为本”的
DNA

基因。想说的是，即便破案心切，也
应始终把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放在首
位，在选择侦查路径、办案方式时切不可
以自我为中心而“劳民伤财”。

群体性采血破案的背后， 实际上
5000

多名本科男生都被警方列为了“犯
罪嫌疑人”，这是对学生权益的极大“无
视”； 而一天之内就能顺利地完成采血，

效率之高也并不是学生太“听话”，而是
缺乏维权意识。 面对失范的公权力闯入
校园， 不仅作为弱者的学生要强化法律
意识，敢于为自己的正当权益抗争作为，

学校管理者也应当好学生权益的“保护
伞”而不是甘当幕后推手。 （徐剑锋）

不必“逢节必假”

正当全民讨论“长假存废”之
际， 人们迎来了新修订的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所明确的首个老年
节———重阳节。 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郑功成指出：“法律鼓励子女
‘常回家看看’， 应考虑为老年节
增加一天假期， 这不仅是一种福
利， 对弘扬我国优良传统也非常
有意义。 ”

当下许多地方已经或者即将
进入老龄社会， 只要是为老年人
谋福利，不论是政府鼓励、专家呼
吁还是民间推动， 都显得理由充
分。但增加一天假期，未必就会成
为老年人的福利， 更不等于传承
敬老文化。 尽管法律为老年节成
为法定假日预留了空间， 但不能
把有没有假期当作我们行孝的必
要条件。

随着社会发展， 我国逐步确
立了黄金周、小长假、周末休息，

一年总共
115

天的假期。就法定
节假日而言， 中国完全不输欧美
发达国家。 现在争议的重点是如
何将假期安排得更合理， 让人们
有足够的行孝空间。

如果因照顾部分群体而增
加假期， 那就不止一个重阳节
需要放假了。 儿童是国家的未
来，“六一”要不要放父母的假？

母亲节、父亲节，子女要不要陪
同放假？ 很显然，逢节必假不能
成为一种固定思维。 如果全国
性假日泛滥， 势必影响各行各
业的正常运行， 最终影响所有
人的正常生活秩序。

坚守伦常， 不一定要以放假
的形式。现在交通和通讯发达，比
以往更有条件联系和沟通。 如果
心中没有那份情谊， 因老年节放
假的年轻人， 只会多一天自娱自
乐。 即使强迫他们与老人待在一
起，也很可能沦为“手机控”，最终
不过是徒增老人的叹息。 倘若我
们心存孝道， 天天都可以成为重
阳节。

这一代老年人，为了子女、家
庭、社会和国家贡献了太多。政府
理应在养老和医疗保障上给予更
多投入，早日形成长效机制。具体
到单位， 把带薪休假制度落到实
处， 按国家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
休假的权利。 对于长期与父母不
能在一起的子女， 可实行弹性安
排。这些比增加一天假期，更具现
实性和可行性。 （易国祥）

@

一语惊人
@

乘客上车前，司机不得有
询问乘客目的地等挑客行为；

乘客对出租车的投诉，出租车
公司要在

24

小时内处理。

10

月
14

日是“世界标准日”，国
家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

12

日正式批准发布
35

项国家标
准，其中最新修订的《出租车
运营服务规范》为出租车司机
制定了

26

条服务用语， 以及
多条服务要求。

出租车挑客、 议价和拒载
,

是城市交通的一个通病
,

有禁不
止，甚至愈演愈烈，源于一些市
民嫌麻烦，没有及时投诉，主动
放弃了维权的机会。特别是出租

车公司及交管部门，对出租车挑
客等违规行为， 长期漠然视之，

实际上是一种纵容。 如此语境
下，新修订的《出租车运营服务
规范》受命“上路”，严禁司机挑
客行为，如果有关部门重复执行
不力的“习惯动作”，这个出租车
“国标”，也将会形同虚设。

出租车国标“上路”，尚需
配套措施“同行”。首先，政府要
在购买公共服务上有更大作
为。应根据人口的增长速度，增
加出租车的数量， 减缓私家车
的增长速度， 把更多的道路资
源留给出租车， 使城区堵车现
状得到改善，缓解“打车难”。同

时， 应进一步提高出租车燃油
价格补贴标准、 减免对出租车
的燃油附加费征收， 让政府承
担更多的公共服务成本。 政府
行业主管部门， 应充分发挥监
督、协调作用，维护“份儿钱”公
正和公平，使出租车轻装上路。

特别是，应加大对出租车
挑客等违规行为的监管和查
处力度。 当遭遇司机挑客时，

乘客应齐声制止， 及时投诉，

社会应给予谴责。出租车公司
也应加强对出租车司机的教
育管理和出租车的运行监管，

实施动态考核制度。

文
/

张西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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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给群众找麻烦”应成制度共识

“谁给人民群众找麻烦，我们
就一定让他有麻烦！ ”针对

10

月
11

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

曝光河北省武邑县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大队工作人员态度粗暴、刁
难办证群众的问题， 河北省省长
助理、省政府党组成员、公安厅厅
长董?生

12

日如此表示。 （

10

月
13

日《东方早报》）

在《焦点访谈》报道了两起办
证难的典型事件之后， 两地相关
部门和有关领导立刻行动起来，

对给群众找麻烦、 缺少责任感的
办事人员予以问责和处罚， 并作
出明确表态：谁给群众找麻烦，我
们就一定让他有麻烦！ 这种雷厉
风行的应对姿态和严肃表态的清
晰思路， 让人们看到了当地领导
对事件的高度重视， 以及对群众
路线的深刻理解。对于这种姿态，

公众当然举双手欢迎。

其实， 不给群众找麻烦是一
个常识。作为公务人员，其基本的

职责是提供公共服务， 并保证服
务的质量。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

尽管公务人员手中掌握着一定权
力———这个权力容易让公务人员
产生骄傲的感觉， 但这权力只是
来自公众的赋权。 在这个权力面
前， 公众的需求应该得到足够满
足；在公众面前，权力必须保持足
够谦逊。所以，公务员不仅不能给
群众找麻烦， 反而应该竭尽全力
地满足群众的需求， 为他们提供
周到而热情的服务。 这是一个毋
庸多言的常识。

问题是， 这个常识在现实中
经常变形。 这种变形，一方面，来
自权利的弱势。尽管，理论上公务
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人员， 但是在
现实的语境中，权力却可以、可能
凌驾于权利之上。 当权力表现出
霸道和蛮横时， 当权力伸出贪婪
的手想要索取和寻租时， 被欺凌
的权利可能没有维权的“还手之
力”。 另一方面，一些权利在行使

时， 总想着走捷径， 总想着潜规
则， 于是对权力表现出过于谄媚
的一面，在权利的公关下，一些权
力便会失去理性，变得高高在上。

于是，一个原本很清楚的常识，在
现实中成为稀缺的认识。

而此次， 虽然两地的处理和
应对速度让人感叹， 但一个担忧
也会随之产生： 如此处理是否是
因为《焦点访谈》的报道，是否是
因为公众舆论的压力， 亦或者正
好赶上实践群众路线的关键时
期？所以，公众在看到快速处理的
坚决时， 也会担心一个问题：“不
给群众找麻烦”的共识，如何稳固
下来，成为制度自觉？

这就需要将共识制度化，让
常识成为制度共识。 具体说：一
是，简化权力审批。 “不给群众找
麻烦”不是一句空话，很多时候找
麻烦不仅是因为办事人员素质较
差， 还因为制度设计脱离实际过
于繁琐， 亦或是权力对权利的附

加要求太多， 如果权力不主动放
权，不简化权力审批，则权利实现
的过程就没有那么简单；二是，必
须给那些被找麻烦的群众足够的
维权渠道和话语权， 让他们有地
方说出自己的遭遇和要求， 并且
让这种遭遇和要求成为需要重视
的议题；三是，必须对“何为给群
众找麻烦”作出详细规定，并对给
群众找麻烦者如何处理作出明确
处罚， 以保证任何给群众找麻烦
者，都等于自找麻烦。

一个常识之所以变形， 是因
为常识在现实中受到了各种冲
击，常识也需要保护。因此，对“不
给群众找麻烦”这个常识，应该以
制度予以保障。只有“不给群众找
麻烦”成为制度共识，理论上的共
识才能成为一种观念上的自觉，

贯彻、落实到行为中。 否则，当舆
论监督存在盲点，监督不到位时，

给群众找麻烦未必会等于自找麻
烦。 （乾羽）

“如果不同意，我们就对外宣称
王克楠因为外出找小姐而发生的车
祸”

———河北跳水队被曝欲扣已故
跳水冠军王克楠百万赔偿款， 称家
属不签字就曝其召妓。

出处： 中国青年网
“只要对方知道我是一个城管，

立马
QQ

就不说话了，或者走开”

———西安
28

岁城管与十多个
女孩儿相亲，均因身份而被嫌弃。

出处：《羊城晚报》

“当时我躺在手术台上， 别说
2800

元，就算
28

万也必须交”

———浙江男子敏感部位做手
术，做到一半医生加价

2800

元。

出处：《温州都市报》

“我真正希望公安快快把这个
案子破了，也好澄清我的清白”

———湖南男童在邻家门前失
踪， 邻居留下遗书吊死家中以证清
白。

出处：星辰在线
“要么赔偿

10

万元，要么把老
婆让出来给我睡”

———江苏农妇和邻居上床被捉
奸，其丈夫如此要求补偿。

出处：中国江苏网
“我以前是挖煤的，黑白两道我

都认识！你再给我打针，我出去之后
弄死你”

———山西亿万富翁倾其家产搞
旅游被家人两次绑进疯人院， 在病
房如此“威胁”医生后逃出。

出处：东北网 （木桦辑）

贱卖尊严

国
标
“上
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