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段时间，几起故意伤人案件引起笔者注
意：一起是2月24日下午，山东省潍坊市经济开发区，
一名中通快递员送件时与客户发生冲突被打伤，经
诊断：10根肋骨骨折。（3月1日新锐大众）一起是去年
10月12日凌晨，济南某火锅店内，一男子误把顾客当
成服务员，一句话引来10多人互殴。（3月1日《济南日
报》）2月13日下午，一女子打工不慎伤及手指被送往
省立医院东院救治。虽然医生对伤者初步治疗并进

一步协调手术，但其丈夫卢某、侄子卢某某却认为
医生延误治疗，竟掌掴值班医生马某。（3月2日齐鲁
壹点）

这几起事件起因有高度相似之处。那就是，一
言不合即大打出手，造成人身伤害。比如，第一起因
快递小哥送件晚了5分钟，后者则因简单的一句话
就打了起来。按理说，这样的恶性事件是完全可以
避免的，谁料想却在短时间内发酵升温、酿成大打
出手乃至群殴的惨剧，这的确值得深思。

一些人何来那么大戾气？在笔者看来，这主要
与个人道德修养不够和社会约束偏弱有关。从个人
道德修养方面看，并不排除个别人因先天因素具有
的易怒、易冲动的特质，但更要正视，充满戾气的很
多人都是因平时不注重道德修养，不懂得谦和忍让
的缘故。尤其需要看到，充满社会戾气的很多人在

学生阶段就是那种爱闹恶作剧甚至“不务正业”的
“典型”和“范例”，一旦他们走向社会，脱离老师教
育引导的话，身上暴戾之气更显露无遗。由此来看，
戾气的产生，有其长期性和复杂性。

从社会约束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司法干预环节
相对薄弱所致。尽管，突发伤害事件一经报案，司法
机关会启动问责，甚至追究刑责，但不可否认，这都
是木已成舟的事后举措。有人说，这类事件突发性
很强，防不胜防，司法估计与难度大。这是事实，但
前期司法干预倒不是说每起事件的萌芽阶段就进
行干预，因为很多事件发生突然，前期强化这方面
的干预也不切实际；而是说，要着眼于此类事件的
大背景进行前期宏观干预。比如，对在校学生、社会
重点人群的法制教育中，应对社会戾气的相关成
因、危害等内容有所涉及，提前给人打打预防针，增

加法制讲座，让人充分认识到冲动是魔鬼，冲动的
代价很大，从而让他们在面对一些特别情况时，想
到后果，很快冷静下来，及时刹车。

必须指出的是，陌生人之间一言不合而发生冲
突的情况很多。比如，有的人仅仅因为路上撞车，就
拿刀捅人而致人死命。所以，我们的道德教育和法
制教育，要特别注意上好同陌生人如何交往这堂
课。当前，全国上下正在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文明、和谐、友善是其中重要内容，要
引导人们艺术地处理陌生人之间的冲突。

总之，面对社会暴戾之气，我们应道德法治手
段并用，好好将其研究一番。这既需要公民进一步
提升道德自律意识，同时也需要相关方面提升风险
防范意识。在此基础上，标本兼治，综合施策，最终
让和善、友善之风吹拂大地。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一年多之后，依旧是全国两
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据报道，发放“二孩补贴”不
约而同成为多位代表委员的建言献策内容。

代表委员建议给二孩发“奶粉钱”，非常具有现实
意义，但鼓励生育二孩，真的不在于发点“奶粉钱”。大
家都知道，现如今许多可以生育二孩却选择不生的家
庭，主要顾虑在于经济负担较大。这其中，生育期间的
费用固然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相对于孩子出生后

直至成年之前的各项开支，“奶粉钱”所占比例简直是
九牛一毛。

鼓励生育二孩的关键在于提高医院保健、教育投
入等公共服务的水平。比如妇幼保健医院、儿童医院
人满为患，就是一个让育龄妇女犯怵的问题。同时，教
育开支也应尽力降低。总之，要让更多家庭不仅“想
生”，而且”敢生”，不仅“生得起”，而且“养得起”。（3月9
日《人民日报》客户端）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3月12日
举行记者会。对于义务教育的年限问题，教育部
部长陈宝生表示，有一些省区实行十五年免费教
育，概念非常明确，是免费教育，不是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要通过立法来解决。我们现在还不具备
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条件。（3月12日人民网）

陈宝生对免费教育的定性是准确的，免费教
育确实不能完全等同于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具有
强制性、普遍性和义务性，也就是说，如果把学前
三年和高中三年纳入义务教育时限，那么，在全
国范围内，符合教育年龄段的孩子必须按要求接
受义务教育，而国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教育保障
和学费减免义务。如此看来，全面延长义务教育
尚不现实，但鼓励各地根据本地财政实际，多试
多行免费教育却是完全可以的。

实际上，现在人们对延长义务教育的需求
也主要集中在延长免费教育环节，也就是说，
人们要的是狭义义务教育的延长，要的是政府
承担更多的责任，减轻民众的教育负担。在很
多地方，尤其是城市，幼儿园入园难、入园
贵，高中的学杂费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这些支
出让不少家庭感受到了压力。近年来，要求将
学前教育、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呼声日
高，反映了民意，也说明延长免费教育时限有

社会共识。
当然，我国人口基数大，适龄儿童、学生的数

量大，延长免费教育时限的教育资源缺口、资金
缺口也大，全国一步到位推行15年免费教育不太
现实，政府应该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多试多
行，循序渐进，而不是抱一个“不倡导”的态度。在
此基础上，政府可以通过向社会购买幼儿园教育
服务、提供幼儿园教育补贴、减免幼儿园教育、高
中教育学杂费等途径向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延长
免费教育时限的目标努力，采取的措施可以先易
后难，实施教育优惠或免费的期限也可以由短到
长，比如，先12年、13年，再到15年。另外，对于是否
选择接受幼儿园教育或高中教育，可以先自愿，
再强制。而在自愿阶段，接受相应教育，就能得到
教育优惠，不接受相应教育，等于自愿放弃，无碍
社会公平。

延长义务教育尽管有多方面的要求，但其核
心是政府承担更多的义务，是公众享受到更多的
教育福利。政府应该抓住公众最关心的问题，抓
住免费教育这个核心环节，既要由下而上，也要
由上而下，保持主动改革的意愿和动力，从延长
和完善义务教育的部分功能开始，推动教育的进
步，让民众享受到更多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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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不合就动手”的社会戾气，得治
□ 桑胜高

应鼓励地方

多试多行免费教育
□ 李英锋

草长莺飞，又到植树时节。
3月12日，是我国的植树节，意在鼓

励民众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改善环境，
造福子孙后代。多年全民义务植树，我国
森林资源持续增长，树更多了，山更绿
了，不仅美化了家园，还减轻了水土流失
和风沙的危害，绿化意识也深深根植于民
众心中。

然而，也有个别地方植树效果不佳，
甚至“年年植树不见树，岁岁插柳不见
荫”。“浅打个穴，歪歪放棵树，浮浮压
层土，向上报个数”，植树变成“植
数”，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群众
对此意见很大。

植树需要全民动员，但也是个技术活
儿，不仅要按照技术要求种植好，更需要
平时的精心呵护管好护好。如果只重视种
植而忽视管护，如果只重视种了多少而轻
视成活多少，如果只有动员而没有科学考
核要求，植树效果谁都负责、谁都不负
责，就可能多见“数增”，少见“树
长”。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幸福，建设
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如何解决
“植什么”“往哪植”“谁来管”等问
题？如何提高植树成活率，见树又见林？
如何多种树、种好树、管好树？

本次议题3月11日在新锐大众客户端
发布后，一些用户的留言选登如下：

游客：多种树，有利于去除雾霾。
云朵朵：有一年跟孩子学校去植树，

估计70%以上活不了，只是做做样子罢
了。

泉水：不尊重客观规律，不注重因地
制宜，明明有些树木不适宜在此地生长，
却也要非种不可，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另外，义务植树到处插红旗，也是一种形
式。

乐动：想去植树，但到什么地方种、
哪有树种呢？

18698：有不少人不懂得植树的要
领，因而难以保证种下的树能够成活，对
此，就要请专家或者种树能手进行讲解或
现场演示，也可以组织义务植树者集中收
看科学种树的专题片，使大家掌握植树成
活的技术要领。

植树还是“植数”？

□ 孙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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