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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8月26日起，江苏省宿迁市
泗洪县洪泽湖畔不少养殖户陆续反
映，自家鱼塘被过境“黑水”污染，家
养的螃蟹和鱼虾几乎死绝。目前，
江苏省环保厅派出的5人工作组已
经抵达泗洪，并已函告安徽省环保
厅，商请启动相关应急联动程序，联
合调查跨界水质异常现象。（8月
30日澎湃新闻）

看到网上大量鱼蟹死亡的照
片，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螃蟹
快要上季了，在这样的关口出现这
样的情形，可以想象养殖户的心情。

一起重大事故的发生，往往都
是量的积累的结果。按照海恩法
则，“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
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
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这起过境
污染，也应该不是无缘无故，不是没
有先兆的。当地养殖户介绍，大概
在三四年前，也曾有过类似上游来

的“黑水”过境，但当时只有小半部
分螃蟹死亡，像这次“全军覆没”的
情况还是第一次。

一起污染发生后，很多人的衡
量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造成的
损失大不大。这个大不大的判断，
往往是十分功利的。比如说，如果
发生在水源地，如果造成了养殖户
重大损失，那就会引起重视。反之，
一些污染事故只要没有发生在敏感
地区，没有涉及敏感人群，没有直接
利益损失，往往在重视程度上就弱
得多。正如现在，人们关注这起过
境污染，与大量虾蟹死亡有很大关
系。

确实，虾兵蟹将大量死亡是一
种痛，可是，更痛的是其实是湖水。
于养殖户来说，捞出这些虾兵蟹将，
湖面上又干净了；查出了污染源，也
有可能挽回损失。可是，受到污染
的湖水呢，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清

澈？即便湖水有强大的自净能力，
可以慢慢痊愈，可是，它曾经的受伤
就成为曾经，就不需要得到安抚
吗？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走在湖
边，倾听湖水波声，才会深刻理解，

“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
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
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
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比虾兵蟹将更痛的，是污染的
河流。当一起污染发生，人们往往
重视那些看得见的损失，特别是存
在直接利益人的损失，而很少有人
想到，有些看不见的损失比看得见
的损失还要大。正如这起过境污
染，当死去的虾蟹被捞出之后，当寻
找到污染源对养殖户进行补偿之
后，一切又会恢复平静，可是，谁能
够听到湖水的哭泣呢？“生态兴则文
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谁不对生
态负责，自然也不会对其负责。

《半月谈》一篇有关高校学生组织“一
脸官气”的报道，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学生
干部”这个群体的关注。报道称，部分高校
学生组织就像“小官场”，“抱大腿”“混圈
子”“打招呼”等不正之风盛行。这些学生
组织的成员，有种种心得体会：“那套话术
和玩法，跟官场陋习没啥区别”、“我是靠学
长‘打招呼’进的社团，所以一进去就有靠
山”、“在校园里碰上了，不能喊师兄师姐，
要大声喊‘主席好’”……

学生干部“官僚化”并不是新话题，前
段时间中山大学学生会换届选举的名单，
也因为冗繁的机构、名目繁多的官职、等级
明晰的职位而引发热议，《半月谈》的报道
更像是对这种现象进行的具体细节补充。

“学生官”具象化的呈现，更让人们担心这
样的习气将会怎样影响校园风气。

如果说大学里“学生干部官僚化”的习

气能从新闻报道中感受，那么小学生干部
的身上有没有“官气”呢？在本报记者接到
的热线中，很多家长反映，每天早晨去学校
送孩子时，一些负责检查督导的学生小干
部背着双手站在校门口，不时对一些同学

“指指点点”，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很多
家长也从孩子口中得知，学校里一些小干
部在帮助老师维持秩序或者督导检查作业
时，也喜欢戳戳点点，过分者还嚣张跋扈。

从小学到大学，学生干部官僚化的习
气皆有呈现。成人社会里，人们深受官僚
化之苦，对官僚化的习气深恶痛绝，不由得
更担心，孩子这么小，身上沾染了官僚气，
等这些孩子长大后，社会官僚化的氛围会
不会更严重？一脸官气的孩子又将带给我
们怎样的未来？

学生小干部乃至高校年轻人的官僚习
气从何而来？可以肯定的是，孩子、年轻学

子他们就如同一面面镜子，社会有着怎样
的面相，往往都折射在他们的面貌与品性
上。从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刚入小学，一
些家长为了孩子能竞选上所谓的“小干
部”，千方百计筹谋策划；大学里，年轻学子
对学生干部趋之若鹜。如此，是不是都为
了更好更快地“贴近”社会？

于“权力”而言，人似乎有着天然的本
能——年龄再小，你都不用像“启蒙权利意
识”一样，去教他如何行使权力。孩子似乎
也可以感受到权力带来的“荣光”，遗憾的
是，在他们享受权力荣耀的时候，是不是很
少有人告诫他们与权力匹配的责任？身为
学生干部，到底是该以“服务”为主还是以

“管理”为先，“一脸官气”的学生干部们并
未理清这个问题。在他们呈现出种种不良
风气之时，家长与老师又是否尽到了提醒
告诫之责呢？

不妨看看国外的学生干部是如何工作
的。日本小学设有班长、桌椅委员、配餐委
员、打扫委员、图书委员、花卉委员等职位，
但这些职位更近似中国的“值日生”，即使
班长也是强调为同学服务，而不是管理人
员。美国的一些小学中，“班干部”也主要
负责干一些杂活，没有多大权力。高年级
学生的组织则要负责向学校和老师提意
见，并不辅佐他们管理学生。你看，这些与
管理工作无关的“班干部”“学生干部”，显
然与我们从小熟悉的班长、大队委以及学
生会干部没什么共同点。

千万别以为一脸官气的学生干部所呈
现的问题只是阶段性的、暂时的，这些习
气，很可能意味着精神上的早衰；而沾染了
官气与暮气，更会吞噬年轻人本该拥有的
精气神。没有朝气的年轻人，又能给我们
带来怎样的未来？

比虾兵蟹将更痛的是污染的河流

学生干部官气横生是一种早衰
□本报评论员 陈方

在面馆吃牛肉面，吃出一
根长头发，你会怎么做？当你
跟店家理论，店家不予理会还
叫你去告他时，你是会忍气吞
声还是真的去起诉？相信不
少人怕麻烦就这么算了……
然而，宁波有个小伙子较真
了，他真去了法院，最终，他拿
到了 1016 元赔偿款！网友

“海花”在知乎上分享了自己
这次维权经历，迎来数千网友
为他的较真手动点赞。（8月
30日《钱江晚报》）

网友“海花”点的一碗牛
肉面价值16元，因为面中有
一根头发，最终被赔付 1016
元，这样的“意外收获”让许多
网友想不到，纷纷表示自己

“错过了很多1016元”。实际
上，此事的最大看点不在一碗
有头发的面居然可以赔千元，
而在于网友“海花”有许多人
不具有的较真精神。宁波市
海曙区人民法院的较真精神
也值得点赞，虽然是金额很小
的案子，法院也非常重视，据
说哪怕是一分钱的案子，他们
都一样审理过，很好地呵护了
老百姓的较真精神。

还是回到那碗有头发的
牛肉面，法院让店家退一赔
千，过分吗？并不过分。一
者，店家确实很霸道——发现
头发的“海花”本想只要个道
歉，未料店家不但不道歉，还
表示“有根头发很正常”，在
12315调解时，店家还抛出一
句“你去法院走程序啊”。“海
花”便打定主意“严格按照法
律规定来给他们一个教训”。
二者，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
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
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
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
的，为一千元。

说穿了，一碗有头发的面

赔偿千元，之所以会成为“网
红事件”，就是因为作为消费
者的我们，在面对一些看起来
微小的食品安全与侵权事件
时，往往怕麻烦，或觉得会得
不偿失，而选择息事宁人，莫
说一根头发，即使饭菜里出现
苍蝇、蟑螂等恶心之物，“沉默
的绝大多数”也基本只会要求
店家重新换一碗，基本不会、
不愿或不敢和店家对簿公
堂。正因不善、不愿或不敢维
权者实在太多，普遍缺乏法律
意识，变相纵容了侵权行为，
才会频频有商家喊出“你去法
院走程序啊”之类的霸道之
言。从这层意义说，退一赔千
成为稀奇事，不是因为那位网
友太牛，而是因为我们普遍太
软弱。

可以说，网友“海花”为一
碗牛肉面维权，为我们上了一
堂很好的示范课：运用法律武
器维权，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
么沉重，只要身体力行地学法
用法，谁都能有效地保护自身
的合法权益。据报道，这是

“海花”在20多年的人生中头
一次跟法院打交道，法院会不
会受理、受理后会不会认真审
理、这事情会被拖多久……对
这些，他心里同样没底。但最
终，法院不推诿、不偷懒、不和
稀泥，该替弱势者做主就坚
决做主，“海花”赢了。我们还
有什么理由害怕依法维权呢？

网友“海花”为广大消费
者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千
万不要怕麻烦就不较真维
权。这起“一发千金”官司也
给其他各级法院树立了一个
学习的榜样：案件有大小，公
正无大小；无论案件大小，只
要与百姓的切身利益相关，都
应是一样的办案态度。只要
事关公众利益的案件都能得
到认真负责的对待，或许绝大
多数老百姓也就不会那么害
怕麻烦，也能勇敢地拿起法律
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了。

“一发赔千金”背后
较真精神最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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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乔 杉杉

□何勇海

8月29日中山大学2018级新生
开始报到，在南校区一女生宿舍，有
两个家政保洁人员在打扫宿舍，经
过3个小时左右的清洁，整个宿舍
里里外外焕然一新。原来，这两位
家政是一位来自上海的妈妈请来
的，这位妈妈报到前来过宿舍，发现
灰尘很多，还有蟑螂，很难清理，便
叫来了家政清扫一下。（8月30日
《南方都市报》）

媒体上关于大学生生活自理能
力的报道层出不穷：有大学新生住
校期间因突然流鼻血，自己不会处
理只好打电话求助；有准大学生被
外地大学录取，因为生活无法自理
和缺乏独立生活的信心，只能选择
放弃；还有大学新生不会洗衣服袜
子，就准备了很多备用品，脏了之后
要么打包寄回家给父母洗，要么就
拿到洗衣店洗。

在人格养成教育的体系中，父

母和家庭无疑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
色，是包办教育还是放手教育，在结
果上也千差万别。如果说学校教育
因为应试化而忽略了孩子的人格塑
造，那么，家庭教育再同样陷入应试
化的窠臼，以“只要学习好”为标准，
孩子们独立生活的需求与机会无疑
将被人为剥夺。家长们大包大揽，
始终把孩子庇护在羽翼之下，不给
他们创造独立生活的机会，也没有
机会培养自立精神，哪怕只是像入
学打扫寝室此等小事，也只好让父
母越俎代庖了。

令人忧虑的是，家长的做法获
得了不少支持，说明此种现象比想
象中更严重。在很多人看来，外聘
保洁员替学生打扫，一方面是体现
了“专业人做专业事”，另一方面表
明，优秀的人才并非就一定会打扫
清洁。这样的理由当然成立，但前
提条件是你已真正获得成功，而非

尚不具备独立能力且还是学生的青
少年。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
下”，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自理和独
立能力都没有，连打扫清洁这样的
小事都不会做，“人格缺失”和“能力
短板”的双重缺陷下，很难真正获得
成功。

就现状而言，我们已为人格教
育缺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行教
育模式下，子辈们对父母的依赖性
越来越强，“啃老族”的队伍日渐庞
大。溺爱必生逆子，一个只懂得“拿
来主义”的享受者，是无法真正体会
到“劳动不易”的艰辛，也没有换位
思考下的感恩情怀。当一个孩子独
立面对社会而惊慌无措之时，他们
对家庭、对父母和对社会，除了抱怨
还是埋怨。他们纠结而痛苦的泪
水，也会成为一个家庭和社会难以
预知的风险。此时，你我都将欲哭
无泪。

□□堂吉伟德

别用别用““盲目吃苦没意义盲目吃苦没意义””为养成缺失找借口为养成缺失找借口

如果说学校教育因为应试化而忽略了孩子的人格塑造，那
么，家庭教育再同样陷入应试化的窠臼，以“只要学习好”为标
准，孩子们独立生活的需求与机会无疑将被人为剥夺。

一些污染事故只要没有发生在敏感地区，没有涉及敏感
人群，没有直接利益损失，往往在重视程度上就弱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