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政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行节
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
鼓励家庭成员合葬，倡导骨灰撒海、撒散等不
保留骨灰的安葬方式。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为价值导向，鼓励和引导人们采用树葬、海
葬、深埋、格位存放等方式安葬骨灰或遗体，
使安葬活动更好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2
月24日新华网）

这次《意见》出台的背后，既有生态环境

保护和土地资源压力等宏观问题，也有老龄化
持续加深的背景下，在殡葬服务领域所引发的
社会焦虑等现实问题。但殡葬方式与民众的传
统文化和具体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要对之优
化、重塑，显然难以求成于一时。比如倡导合
葬，这一方式在现实中并非没有，但往往属于
少数特定风俗习惯下的个人选择，要将之推广
到一个普遍化的地步，它对于既往观念甚至是
社会伦理的挑战都显而易见。所以，要让其成
为更多人的一种选择，显然需要更多的说服或
是现实的激励，而底线在于不搞强制化。

《意见》在转变民众的传统安葬观念方
面，有不少着墨。比如，要求将依法管理与宣
传引导、示范引领结合起来，强化正向激励，
注重实践养成，引导群众对逝者的缅怀以精神

传承为主，并要求要“逐步”实现等。也就是
说，对于传统殡葬观念和方式的优化，它应该
是一个系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然而，实际执行与“标准”和“要求”之间，往
往呈现出一定的落差。这点在过去一些地方所推
行的殡葬改革中不乏先例。如前几年一些地方推
行的平坟运动，由于过于强调“指标”和落实率，
而不惜采取强制性的粗暴方式，既带来了不必要
的争议，对民众的正当权利产生损害，也令殡葬
改革的良好初衷被一定程度扭曲，甚至引发民众
对改革的认同危机，前车之鉴在先，这无疑是最
需要避免的的一种结果。

应该看到，当前各地民众的殡葬观念其实并
非整齐划一，殡葬方式和风俗也不尽相同，甚至
于各地的环境保护和土地资源的紧张程度也会

有差异。因此，在推进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因地
制宜，防止“一刀切”。这一方面要求各地在执行
上要正确理解《意见》的要求和标准，也有赖于相
关部门在殡葬改革成效的衡量标准、考核方式和
激励政策的设计上，要避免片面地搞“数字”考
核，而忽视客观环境和执行情况。

此外，推行生态安葬，不仅要看民众观念转
变和殡葬方式改变，与殡葬相关的公共服务，殡
葬业的体制改革和管理规范，也要同步推进，甚
至先行一步，以引导激励民众。殡葬改革，事关长
远，切忌谋于一时。既要看到殡葬改革的好处，也
要看到其牵涉到的民众观念转变的过程性，和对
民众权利充分尊重的要义。任何不当的“加码”和

“走样”，都要予以及时防范，如此才能收获认同，
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四川盐亭女孩梁颖，因患癌症且家庭贫困，
引起广大爱心人士关注，并纷纷捐款，仅有账目
可查的捐款达到11万余元。梁颖的父亲、爷爷在
接受善款时曾承诺，治病结束后，剩余的钱将捐
给需要的人。后来梁颖病重不治去世。有爱心人
士发现捐款并没有用完，联系梁颖家长，却被告
知不愿意退钱。（2月24日《成都商报》）

就此事而言，是非对错或许已难说清。有自
恃正义者质疑粱家父子背信弃义，亦有部分围观
者反问“爱心人士”何苦步步紧逼？从某种意义上
说，这两种意见，好像都有些道理！此一案例，涉
及到道德、情理与法律的方方面面，从不同的角
度评判便会有不同的论定。

梁家父子也许该信守诺言，将剩余善款捐
出。然而，当初爱心人士的“无偿捐赠”，并未提出
任何附加条件。而梁家人的口头承诺，也没有以

“书面文本”的形式固定下来，梁家父子自由处置
剩下的捐款也讲得通。民间自发的捐赠行为，往
往面临着类似的尴尬。一方面能实现精准捐助，
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与生俱来的“缺陷”。比如缺乏
有效的事实甄别与权责约定，也缺乏专业的资金
管理和法务执行。导致的结果就是，慈善捐赠的
不确定性陡增，猜疑的情绪蔓延。那么什么才是
有效的慈善模式呢？笔者认为，至少应具备下列
要件：健全的财务、法务兜底机制，以及能够应对
复杂人性变化的组织化力量。

随着一些古装电视剧的热播，剧里出现
了很多使用中药治疗疾病的情节，比如，十
指放血可以治疗中风，铁皮石斛是“救命仙
草”，燕子窝打碎和油可以治疗恶疮等。不
少网友表示，“此剧帮助弘扬了中医中药文

化”。不过，这些治疗办法真的靠谱吗？近
日，记者咨询了多位专业中医。专家表示，
剧中药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推荐大家
模仿使用，碰见健康问题还是应该及时到医
院就诊。（2月24日《齐鲁晚报》）

每年春节过后，各地“招工难”的话题
都持续引发关注。今年，这一问题是否依然
突出？据媒体调查，今年节后招工依然很
难。在福建泉州，用人单位开出了4000元的
月薪，依然很难招到人。（2月23日央广网）

从总体上讲，现在企业开出的薪水一年
更比一年高，提供的条件一年更比一年好，
即便如此，依然吸引不到足够的人气。而且
今年的“招工难”，还对应着经济下行的背
景。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招工难”将会
作为一种结构性现象，在很长时间内存在，
甚至会成为一种常态。而单独企业自身的努
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招工难”的存在，反映的是员工预期
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在很长时间内，我们把
这种落差，主要理解为薪水的问题。薪水是
重要的，但薪水程度受到经济形势和发展水
平的影响，不可能无限地增长。而随着社会
的发展，尊严劳动更多被捧到台前来，在尊
严劳动的丰富内涵里，薪水不是唯一的，员
工的情感需求，融入城市的需求，都是客观
而实在的。

这种对尊严的需求，有的需要企业努
力，有的需要企业所在城市的努力。这两
天，一条外出务工父母“只生不养”将被处
罚的新闻，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可怜天下父

母心，应该相信，大多数农民工父母还是希
望把孩子带在身边的，可由于各种条件影
响，欲得而不能。比如说，在城市的居住问
题，生活成本问题，孩子上学问题……这些
“拦路虎”，显然不是哪一个企业能够轻易
解决的。如果一座城市，真正解决了农民工
的融入问题，让他们有尊严有认同，相信会
营造出招人用人留人的小环境。

一边招工难，一边就业难，打通其中的
桥梁，其实还是岗位结构问题。随着社会的
发展，人们的择业期待普遍提高，这就需要
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满足现代人需求的岗
位。而这就涉及到产业结构的问题。在经济
学家看来，对就业市场影响最大的，其实是
产业本身发展水平，特别是与社会进步和教
育发展的匹配程度。现在，社会需求已经到
了新高度，而产业层次还停留在半山腰，这
样的岗位，自然很难吸引到人。

从长期来看，我们可能进入了一个招工
难的新常态。企业不能埋怨等待，必须积极
有为，但这又不单是企业的事。无论是从大
的方面推动产业转型，还是从小的方面打造
小环境，都离不开政府的努力，都离不开城
市的支持。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讲，比发展就
是比服务，比发展就是比环境。营造良好的
用工环境，同样是比服务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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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则喜正义之伸张，乐法律得施行，不屑
媚俗，安于清贫。久矣疲命于杂务，掣肘各情
形，荒于教子，未尽孝心……”2月23日，一则
湖南某法官辞职信在微信朋友圈悄然走红，网
友盛赞辞职信文采飞扬、笔者文字功底深厚，
感叹辞职甚为可惜。(2月24日澎湃新闻)

辞职信中提到“累于案牍，显劳形”，据
媒体了解，近年来，民事诉讼案件成倍增加，
基层法院法官工作量水涨船高，法官加班累于
案牍已成为一种工作常态。

让这位法官决意离开的，显然不止于此。
他还提到了“疲命于杂务，掣肘各情形”等，
如此看来，在他日常工作中，很多事并不好开
展，杂务加身，四处掣肘。作为法官，应精钻
于审判事务，何来如此多的杂务呢？这些掣肘
又从何而来呢？

基层司法建设离不开有理想、有追求的司
法工作者的坚守，而这份坚守必须建立在健康
的基层司法生态之上。于此而言，我们尤需慨
叹，如何为基层司法工作者减负，如何重塑基
层司法生态，让司法工作者在理想的坚守中，
有正义的尊荣感，有公平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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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葬须防执行“加码走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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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退捐款”的是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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