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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首个省级促进文明行
为地方性法规，《贵州省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将于10月1日起施行。（8月
7日《贵阳晚报》）

一个与现代文明接轨的社会，
必然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从社会
学的角度来讲，公共秩序大致分为
法律秩序、市场秩序与社区秩序；要
实现有效治理，既需要依靠“法”，也
需要依靠“礼”。公民的文明素养，
不仅体现在对法律规则的遵守，更
意味着对道德规范的恪守。文明行
为的塑造既需要个人的道德自觉，
也离不开外部的引导与约束。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说到底就
是深层次的行为规则，这个规则就
是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认同与遵循的
价值系统与规范系统,也由此表达人
们对周围事物、人际关系的看法、理
解、情感和信仰。

提升文明素养，需要好处理价
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以“不
乱扔垃圾”为例，这样做不仅有助于
保护公共环境，也有助于资源回收
与再利用;但虽然契合价值理性，却
不符合贪图方便、省事的工具理
性。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
机结合，既需要提升公众对“不乱扔
垃圾”的价值认同，也需要降低遵守
社会规范的成本，让垃圾回收、垃圾
分类更加便利甚至能够得到一定的

回报与激励。
提升文明素养，需要处理好个

人与他人、群体与社会的关系。伴
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当今世界日
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命运共同体，懂得关心他人、体谅
他人、帮助他人的“成人之美”，融入
了共同体意识，陌生人社会才会变
得更加温暖友善。

提升文明素养，需要重塑耻感
文化。不文明行为会形成“破窗效
应”，造成失范行为的感染。以办理
婚丧喜庆事宜为例，由于仪式、宴席
具有公开性与象征性，往往会成为
社会表现与社会竞争的舞台；盲目
攀比、铺张浪费地大摆宴席不仅造
成了资源浪费，也加重了老百姓尤
其是村民人情往来的负担。通过乡
规民约来重塑人情往来的共识性规
范，让节俭办理婚丧喜庆事宜得到
更多的肯定与认同，移风易俗才能
真正成为现实。

文明行为的养成，不可能一蹴
而就，“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点
滴的细节推动也有助于文明风尚的
形成。“文明行为促进”既需要公众
的参与，也离不开政府、市场与社会
的多元合作共治。当崇尚文明、追
求文明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文明观
念的水位自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升高。

曾被司法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
的徐为已在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
住了15年。从2012年开始，自我感
觉“病情没有反复”的徐为，开始尝试
出院却屡屡受阻。2013年5月6日，
徐为以“侵犯人身自由”为名起诉自
己的监护人和青春康复院，并要求出
院。但徐为一审二审皆败诉，再审申
请也被驳回。直到今年7月6日，司
法部司法鉴定中心向徐为作出了“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意见，
这才让事情出现了转机。（8 月 8 日
《中国青年报》）

患有普通疾病的住院患者在病
愈后即可出院，但对于曾被鉴定为精
神分裂症的徐为来说，要争取到这个
对普通人来说并不困难的权利，却付
出了旷日持久的代价，说来也真令人
唏嘘。精神病再怎么特殊，也是常见
疾病的一种，为什么徐为要争取到出
院权，却如此大费周折呢？剖析个中
缘由，为更多类似情形提供借鉴参
照，正是此案被称作“精神卫生法第
一案”的意义。

对于当事人徐为来说，即使自己
即将跨出医院大门恢复自由，这充其
量只能算是“迟来的正义”，因为他为
争取这项早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从
2013年5月6日以“侵犯人身自由”起
诉自己的监护人和医院算起，已耗费
了长达4年多的时光。此前，徐为做
过两次司法鉴定，分别被认定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具有诉讼行为能
力”，鉴定结果没有明确认定其拥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从而导致法院不
支持徐为的诉求。但司法鉴定和法
院判决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针对徐
为的诉求，与徐为关系密切的他的生
母、大哥、二哥以及居委会干部的态
度，也颇令人玩味。上述四者均表示
无力在徐为出院后进行“监护”，这
样，他就只能在众人的“安排”下继续
住院治疗——徐为是一个“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众人都从
自身的利益出发，将监护其生活视为
麻烦，拒绝履行监护责任，以歧视与
带有偏见的眼光看待这件事，漠视徐
为的正当权利。还有亲人当众表示

“他最好不要出来”，世俗观念之狭
隘，人情世态之炎凉，从中不难体察。

必须明确，住院精神病人自愿出
院，是一项法定权利。《精神卫生法》
明确规定，除非有自残自杀或伤害他
人的行为，否则精神病人住院实施自
愿原则；该法第44条还规定，自愿住
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
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法条昭
昭，有谁仅凭一己之私，就粗暴地将
本当享有自由权利的病患者再次推
回医院？

被称作“精神卫生法第一案”的
徐为争取出院权一案，可谓一面多棱
镜。有关维护精神病患者权利的法
规如何落实下去，以保障其合法正当
权益，跟精神疾病患者密切相关的人
们当如何肩负起自身的关爱之责，等
等，都值得深刻反思。而最关键的，
还在于以理性、人性化视角来看待精
神病人群体：他们并不是洪水猛兽，
他们与正常人一样拥有自己的合法
权利，他们得到亲情关爱和社会扶助
的权益，也不该因病患而被剥夺。

8月2日，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
联合出台了《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
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意
见稿，其中明确指出，不鼓励发展互
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公安部交通
管理局巡视员李江平表示，这样规
定主要考虑到车辆普遍超标，不符
合《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标准
要求；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火灾安全
隐患突出；车辆运行安全风险高等
等。（8月8日《中国青年报》）

共享单车的发展如火如荼，但
是看起来骑行速度更快、出行效率
更高的共享电动单车，却有点出师
不利。即便国内一些城市已经出现
了共享电单车的身影，但也很快被
有关部门叫停，而现在由交通运输
部等10部门出台的《指导意见》，又
明确指出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
动自行车，无疑为共享电单车未来
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其实从性质和运营模式上来
说，共享电动单车和共享单车并没
有什么不同，都属于“互联网+”模式
下的一种新的经济业态，为什么它
的出现却没有像当初共享单车一
样，获得各方的认可，反而频频遭遇
质疑，并且最终被叫停呢？

这倒不是政府和公众厚此薄
彼，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安全性和合
法性。共享单车速度慢，即便真
的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和
危害也往往比较轻。但是电单车
却不同，车身重、速度快，一旦发生
交通事故，就会对车辆驾驶人或他
人带来极大的伤害和损失。更加严
重的是，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共享电
动单车，绝大多数都不符合国家相
关的技术标准，无法上牌，所以也就
没法取得正式合法的电动单车牌
照。

这也就意味着，一旦使用共享
电单车的人在骑行过程中发生交通
事故逃逸，将为寻找肇事者，维护受
害人的合法权益带来很大的困难。
而一些租用共享电单车的人仗着车
辆没有号牌，难以查找，在骑行过程
中更加肆无忌惮，既不遵守交通法
规，也不遵守交通文明，势必大大提
高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这显然也
是交管部门和普通市民最为担忧的
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
拒绝的不是共享电动车，而是不符
合国家标准，没有取得合法牌照和
身份，因此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的共
享电动车。

精神病患者
被忽视的权利

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共享电动单车，绝大多数
都不符合国家相关的技术标准，无法上牌，所以
也就没法取得正式合法的电动单车牌照。

共享电动单车，
没有规范何谈发展？
□何 勇

“文明行为促进”既需要公众的参与，也离不开
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多元合作共治。

“文明行为促进”——
以共识促共建，以行动守理念
□杨朝清

身为民办学校教师，也有教师
资格证，应聘公办教师，考了总成绩
第一，却因为身体原因被拒之门
外。残疾教师林传华应聘福建连江
县小学教师的遭遇，引起了很多人
关注。连江县教育局工作人员表
示，此举是依照省教育厅颁布的体
检标准来执行，暂无更好的解决办
法。有律师认为，此举属于职业歧
视。（8月8日《新京报》）

有人说，人们的歧视观念是自
然而然发生的，而反歧视却是达到
一定文明水平之后的理智反省。其
实具体到当事人，反歧视更是生存
的需要。像林传华这样，已经辞去
了民办学校的教职，结果遭到了政
府部门的拒绝，如果民办学校也坚
持同样理由，岂非意味着他连工作
都没有。

有关方面抛出了《福建省教师
资格申请人员体检标准及办法》，其
中规定，“两上肢不等长超过5cm，
脊柱侧弯超过4cm，肌力3级以上、
胸廓畸形、肢残或体残者，不合
格”。以发展的眼光看，这一认定范
围过广、过于笼统，忽视了具体情
况。林传华的特殊性在于，他不仅
取得了教师资格证，而且已经在民
办学校任教。对于教师的任职许
可，已然通过教师资格证实现了，林
传华固然右手掌缺失，但事实证明
并不影响从事教职，有什么理由拒
之门外？

当下，对残疾人的职业歧视，可
谓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这些年来，
为了打破对残疾人的职业歧视，方
方面面付出了很多努力。《残疾人保
障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按比例
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残疾人就
业条例》明确要求，“用人单位应当
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
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福建
省也曾下发文件，要求推进按比例
安排残疾人就业等。反职业歧视，
政府部门应该成为表率。

随着时代的进步，尊重、维护公
民合法权利，有效规范政府公共权
力，正在成为各级政府机关的自觉
行动。鉴于残疾人就业面临的严峻
形势，很多政府部门也在事实上成
为促进残疾人就业的倡议者、推动
者、监管者、践行者。林传华取得了
教师资格证，虽有残疾却并未影响
教学——还在过去的任教中多次获
得优秀称号，“淘汰”他的规定明显
不合理，只应该推动调整，而不是墨
守成规，任其肆虐。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连江
县教育局一负责人表示，招考录用
都是根据省教育厅下发的文件来执
行，对于此事，没有更好的解决办
法。可以看出，有关方面也未必认
为做法合理，只是上有规定，理解要
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然而，真正
有担当精神，就应该积极创造条件
推动问题圆满解决，而不是让劳动
者成为不合理规定的牺牲品。

林传华碰到的遭遇，看似是不
合理规定的问题，事实上，不合理规
定总会存在，也有一个发现过程，只
要有担当精神，不合理终会走向合
理；就怕没有担当精神，不合理就会
成为顽疾。政府部门知道职业歧视
不合理，但由于缺乏担当精神，不想
多事、不愿做事，任由不合理规定扰
民、殃民，那又凭什么让反职业歧视
深入人心？

反
职
业
歧
视
政
府
部
门
应
更
有
担
当
意
识

02

只要有担当精神，不
合理终会走向合理；就怕
没有担当精神，不合理就
会成为顽疾。

□□屈正州屈正州

□毛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