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青岛大学商学院大四学生于杰（化
名）因“姥姥患癌病情加重，希望回家探望”向授
课老师请假，其授课老师却劝导其“将生死置之
度外地投入学业”，并称若不出勤将视作旷课处
理。对此，青岛大学回应称，于杰的请假已经获

准，并于28日返回家中探视老人。学院今后将加
强师德教育和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对学生提出
的特殊情况要区别对待。校方还表示，尽管这位
同学发帖引起了一定网络舆情，但不会给他任
何处分。(11月30日齐鲁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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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熟童工引发广泛关注。“不上学，就打
工”，越往乡镇走，辍学的情况就越严重。为了减少
学生辍学，贵州当地的教育部门给学校下达了控
辍保学的任务，每当班上有学生辍学时，班主任都
会去学生家里反复做工作，但收效甚微。（11月30日

《北京青年报》）
辍学少年层出不穷的背后，是区域之间、城乡

之间经济和教育失衡导致“读书无用论”在乡土社
会蔓延。“出身越差，上的学校越差，将来的工作越
差”，贫困的代际传承、阶层流动渠道不畅和多元，
让一些少年选择了“不上学，就打工”。

当前，城乡之间教育资源不均衡，农家子弟接
受的教育质量普遍不高，即使能够读到大学，大多
数农家子弟也难以进入重点大学，最后也往往难
以找到好工作。教育竞争本质上是一个家庭综合
实力的比拼，“隔代寄养”的爷爷奶奶也没有能力
辅导他们学习、做作业；课堂上缺乏优质的教育资
源，课外也上不起昂贵的培训班。留守儿童学习上

“掉队”甚至过早从教育竞争中出局，成为一种无
奈的现实。而读书，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
的开支，收益却达不到他们的预期。

减少童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控制辍学率。丰
富乡村教育的内核、促进教育均衡，给予农家子弟
更多的“弱势补偿”，让机会公平更多地走进现实，
在招生、求职、城市融入等方面给予他们更多的

“制度补血”，才能提振农家子弟读书的信心。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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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
刷爆朋友圈。一位叫罗尔的作家，面对爱女被检
查出白血病和巨额医疗费，没有选择公益捐款，
而是网络“卖文”，人们每转发一次，有关机构
就向罗尔定向捐赠1元，保底捐赠两万元，上限

五十万元。
这次“朋友圈慈善募捐”，阅读点赞“双10

万”，文章被海量转发，人们纷纷伸出援手，捐
款“山呼海啸一般”，既是对患病儿童的爱心，
也源于对一个困顿作家的怜悯。然而，事件很快
出现“反转”：有的说罗先生有三套房，是在拿
孩子的病来营销；有的证明医疗费并不多，医保
报销近80%，等等。随后，这些情况纷纷被证明
所言不虚。不少转发者和打赏者发现，罗尔是在
未尽自身财产情况下先行向公众求助的，助人者
自己的经济状况还不如求助者，于是有了被愚弄
和被消费的感觉。

客观地看，罗尔为救女儿写的文章，充满着
一位父亲对女儿的深情，击中了许多人的内心；

群友的大量转发与打赏，完全是一种自发的善
行，也展现了朋友圈的慈善作为。然而，当“朋
友圈慈善”被网络高度关注，也必然要接受公众
的检查和审视，公众也有权知道求助者的经济状
况，是否拼尽全力或山穷水尽后才向陌生人求
助。尤其当这一事件发酵成为社会热点，任何一
点瑕疵，都可能会被放大；任何对事实的夸大，
都可能对善心造成伤害。正如网友所言，善心善
行是一种珍贵的易碎品，如此过度营销，刷爆的
不仅是朋友圈，而是怜悯与良知，这不是善的传
递，而是对信任资本的耗费，对社会善心的透
支。

“朋友圈慈善”当有度，“度”不仅指程
度、限度，更是指法则和标准。应当看到，求助

者与资助者之间是一种特定法律关系。根据2016
年开始施行的《慈善法》，国家民政部通过了首
批13家慈善互联网募捐平台，其中并不包括微信
打赏。同时，《慈善法》并未禁止个人求助，也
未禁止以营销的手段进行个人求助。

这次“朋友圈慈善募捐”事件，暴露出“朋
友圈慈善”缺乏相应规则，并成为待解的社会考
题。如何适应新时期新特点新情况，不断完善慈
善法，把“微信打赏”等新事物纳入慈善规则
中；如何保证网络发起内容的真实性和全面性；
如何确保求助信息的真实和充分；如何对打赏和
募集资金的数量、用途等有效监管，保证善心被
呵护而不被辜负，等等，都有待相关方面完善规
则。

11月底，天津塘沽周围的过百鱼塘有些荒芜，
堤岸上丢弃的空药瓶已经发黄。养殖户陈明的鱼
塘从鱼苗放进去那一刻，就要撒药，中间还要投放
消毒药、抗生素，隔两个月还得增加改善水质的
药。一年七八次使用鱼药，一次就得撒下去30多箱。
陈明说：“我们不吃自己养的鱼。”（11月30日《城市
晚报》）

前几天，北京部分超市活鱼一夜之间下架，引
发消费者广泛关注。有关部门回应是超市的自主
行为，结果很快就被狠狠打脸，原来是食药监部门
要进行生鲜水产品抽检。提前得到消息的商家以
活鱼下架来逃避抽检，这也说明他们对鱼产品的
安全状况没有信心，而媒体顺藤摸瓜，把调查的视
线从超市的生鲜柜台转移到了鱼塘，结果发现问
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养殖户不吃自己养的鱼，是因为养殖过程中
使用了太多的消毒药、抗生素。鱼塘已经失守，如
何才能保证老百姓餐桌安全？作为销售终端的商
场超市，可以在食药监部门进行市场抽检之前把
活鱼进行下架，来逃避检查，但是作为鱼类等水产
品的养殖者，却不可能一有检查就把鱼塘里面的
鱼鳖虾蟹全部藏起来。因此对水产养殖，必须从源
头上加强监管，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公安机
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
警务辅助人员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公
安机关采取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依法签订劳动
合同或聘用合同等方式招聘使用。《意见》要求，
按照“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
警务辅助人员管理责任。（11月30日《中国青年
报》）

实话实说，现实中辅警的社会形象有待提
升。在很多新闻中，辅警总是出现在执法纠纷的
前台。越是容易产生争议和纠纷的难活，辅警越
是要冲锋陷阵；而一旦事件发酵成为公共热点，
辅警又可能成为挡在前面的“替罪羊”。

因此，辅警常被称为“阴影里的执法者”。这
个形象的称谓，说明了他们的苦恼与困扰。说他
们是警察吧，他们还真不是，他们只是警察的辅
助者，即便执法时被冲撞、被冒犯，他们也缺少相
应的制度保护，他们的腰杆挺不起来；说他们不
是警察吧，他们又干着与警察一样的活，人们并
不会因为身份的不同，就降低对他们的要求。在
某种程度上，辅警就像是警察的影子，就像是阴
影里模糊的执法者——— 他们因为身份不明，而面
貌模糊。

这种模糊的面貌，必然影响到辅警的自我认
知和执行公务。有些辅警因为自身所限，执法时
把握不好分寸，出现越权执法现象；有一些辅警
则郁郁寡欢，他们不屑于歪门邪道、蝇头小利，但

也无奈于身份的差异、福利的差别，工作时不认
真，常常应付了事，或者择机跳槽。即便，有人真
的因为内心的热诚而爱上辅警岗位，在面貌模糊
的背景下，也爱得比较沉重。

也是因为这种模糊的面貌，在辅警的管理
中，一些主管部门表现出了两面性：通常是“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在无法赋权更多的情况下，便给
予了辅警更多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度，就可能包
括对执法不规范的容忍和接受；而在关键时刻，
又经常把其当成应对舆论监督的“道具”，反正辅
警都是临时工，把问题归罪到他们头上，既可以
暂且缓解舆论的监督，也可以避免监督之火烧到
自己头上。由于辅警的身份摇摆和面貌模糊，导
致了管理的相对缺位与随意。

“屁股决定脑袋”。当辅警身处于“阴影里执
法”时，光跟他们讲大道理没有用，他们的责任感
可能因为相应权利的缺失而缺位。在辅警看来，
这才是一种正常的现实的逻辑——— 身份模糊，责
权利不对称，自己放松要求应该被理解。

由是观之，此次对于辅警的规范，从根本上
厘清了辅警的身份，保证了其权责的对称：给予
辅警晋升的空间和预期，让辅警能够看到希望和
奔头；同时强调“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强调多
方对辅警行为负责，避免了管理中的放纵和执法
时的随意。对于辅警来说，他们对未来有了一个
稳定、确定的良好预期，他们就会对自己负责，对
社会负责，这是权利保障必然带来的连贯效应。

广告

水产监管

须从源头做起
□ 苑广阔

童工增多呼唤更多

“制度补血”
□ 杨朝清

权责对称

有助辅警摆脱面貌模糊
□ 乾 羽

最不该被营销的是善心
□ 孙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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