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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接连接到省内几位农民
的电话或信件，反映的是一些田产
宅基类的纠纷。这些纠纷大都因财
产权利而起，有的还闹到法庭。乡
里乡亲，有点矛盾就打官司，不要
说村里人议论，就连当事人都觉得
面子挂不住。官司打还是不打？打
了官司两家彻底闹僵了咋办？这是
来电来信农民的大顾虑。

其中有位潍坊的农民，碰到的
事是这样的。他家有一处老宅荒
废。有一天他家人想去栽些树，竟
发现邻居从院墙上掏了个长方形的
大洞，从洞下扩出半个猪圈。就是
说，这半拉猪圈就建在了他家老宅
的院里。邻居的理由是，你这院子
闲着也是闲着，我用来喂猪也不妨
碍你；你想栽树，我过几个月把猪

卖了、猪圈拆了就是。这位农民就
不乐意了：院子怎么闲着是我的事
儿，你想用怎么着也得提前跟我说
一声吧？如今，你凭什么还让我等
你几个月再栽树呢？

要是放在城里，这事儿是非曲
直一眼就看清，处理起来也简单。
假如双方协商或调解不成，可以直
接起诉。但在农村，就有点麻烦。
遇到这种事儿的农民，有不少会感
到大体相同的为难：要忍气吞声
吧，实在不甘心；可同在一个村
里，要么沾亲要么带故，里里外外
有情分在，闹得太僵了又都不好
看。

其实，说闹僵了不好看有时是
轻的。在村里，一些不大的纠纷拖
着没化解，或者面上和气而骨子里
不服，再加上其他的磕磕绊绊，常
常能造成不少家庭间的大矛盾，有
的甚至能成为不同家族明争暗斗的

“火药”。翻翻过去的报道不难发
现，发生在农村的流血暴力惨剧，
有些就是源于不同家族或家庭间的
矛盾累积、演化。当出现这些积年
累月、错综复杂的村民争斗时，所
谓民风淳朴、谦和揖让、守望相助
等乡土美德是很难看到的。

这两年，有不少生活在城市、
关心农村的知识分子返乡时，也注
意到了农村传统良风美俗的凋零，
乡亲们打工经商，确实比以前富了，
可彼此之间却变得暴戾疏远。有人
就把人情冷落归因于经济发展的冲
击——— 因为村民看金钱越来越重，
眼里的温情才越来越少。但这个说
法，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有钱没
钱跟是否通情达理本就构不成直接
的因果关系。一个村子，乃至更大的
区域，是否稳定和谐，要取决于规矩
的设定以及人们如何遵守它。

所谓规矩，其中有人情道德的

规则，但更重要的内容，就是包括
财产、尊严等在内的个人权利不容
侵犯。而后者，恰恰是传统农村欠
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多传
统乡村看上去贫穷闭塞却风平浪
静，很可能是因为不少村民在面临
争端时，不得已选择了忍气吞声。

在法制没有扎根、法治未曾落
地的传统乡村，来自宗族家族间的
压力，“熟人社会”里的面子、人
情等，对村里的每一分子都有很大
的约束力。但靠这股力量“主持公
道”，多强调“各让三分”、息事宁人。
因为它调解的依据不是“弄清楚，你
的就是你的，他的就是他的”，而是

“算了吧，大家都退一步，别让人看
笑话”。这两种依据差别很大，放
到现代社会来说，前者就是法律界
定清晰了的个体权利，后者就是伦
理道德意义上的人情关系。

再说上面提到的那位农民。邻

居不拆猪圈，他很生气，找到村
里，村干部就想讲人情、“和稀
泥”。他不服气，又到镇上，乡镇
干部就建议他打官司。其中有位干
部劝他的话大意如下：你邻居要挣
钱，就占你的院子，连句好话都不
说，你还讲啥面子情分？人情不是
不该讲，但前提是谁也别做得太过
呀；你放心，这官司打下来，他不
但要拆猪圈，还得赔偿你损失哩。
乡镇干部这席话，也从侧面透露出
一些当前农村转型的现状。农民个
体意识强了，权利观念重了，传统
的道德规则已经无法大范围笼盖现
代乡土社会，法治力量必然要渗透
到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律冲淡
人情味，可能会让不少人不舒服，
却未必是坏事。毕竟，在懂得尊重
别人权利、明白不妨碍别人的基础
上，人情才会真的干干净净、让人
舒服的呀。

以法律冲淡乡村人情味，未必是坏事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段新勇

民政部官网近日公布了《社会
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
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意见稿明确规定，“中国”“全国”

“中华”“国际”“世界”字样的社团必
须要经过严格批准，地方性社团不
得以这类字样命名。

对此，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保
俊说，对以这类字样命名的社团进
行严格把关，主要是由于当前一些
山 寨 社 团 打 着 “ 中 华 ” 、 “ 中
国”、“世界”等旗号肆意敛财。

今年3月份，民政部在该部民间
组织管理局主管的中国社会组织网
上，曝光公布了1085家山寨社团。
这些山寨社团里，冠名“中国”的
有 7 9 3家，冠名“国际”的有 1 6 9

家。

笔者是搞农村报道的，关注的
是和农民有关的事儿。在被曝光的
山寨社团中，有“中国三农协会”
“中国三农产业协会”“中国三农
研究院”“中国三农促进会”“中
国三农产业发展工作委员会”“中
国农业科技服务协会”等。这些名
头像天一样大的东西，足以把不知
个中缘由的小老百姓镇住。

笔者在采访过程中，收到的名
片很多，不少上面都有类似以协
会、学会为“职务”的头衔。育着
两亩树苗的，是苗木协会；有着三
台拖拉机的，是农机协会。这类协
会有什么作用呢？

1 9 9 8年 1 0月 2 5日颁布实施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对社
会团体作了这样的定义：是指中国
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
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
性社会组织。“非营利性社会组

织”是社团的中心词。
可民政部一位负责人却说，山

寨社团通过开展活动、吸收会员、
设立分支组织的形式行骗敛财。广
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位书法爱好者，
通过缴纳会费的形式，成了与书画
有关的 1 0多家协会的会员或副会
长，加入一个协会，会费少的三四
百元，多的上千元。有些个人或企
业，需要能唬得住人的头衔，以提升
个人身份和企业知名度。因此，冠以

“中国”或“XX省（市）”名头的“十佳”
“十大”“优秀”“杰出”之类的评选和
奖项，一张纸或一个牌子，便让山寨
社团有千儿八百的收入。

为什么会有人心甘情愿地———
当然有时也会是恫吓下的被迫———
掏钱给山寨社团呢？这又是件很有
意思的事儿。

这些年来，笔者收到的一些社
团发来的研讨会、学习班、发展论

坛之类的通知，何止上百个。这些
发通知的社团，有些确实是合法登
记的，会费或学费少的几千元，多
的上万元，以前还多安排在名山胜
水之处。如果有人以研讨、学习为
名，花公家（或单位）的钱，哪怕
什么也不研讨、不学习，去玩上三
五天，也是不错的事儿。

这就引出最有意思的事儿———
山寨社团之所以能肆意敛财，是因
为一些合法登记的社团，私下里也
在干些营利的事儿。

因此，不灭掉一些合法登记社
团的营利之心，不斩断一些合法登
记社团的营利之手，不可能根除山
寨社团肆意敛财之祸。曝光公布了
山寨社团的名字，操作者完全可以
换个名字，再继续敛财。这个社会
上没有合法登记的社团在敛财，就
不会有人打着虚假的社团去骗财。
这是常理。

一家心灵培训公司近日被媒体
曝光，金字塔式层层拉人头收费，
费用５万至８００万元不等，导致部分
会员债台高筑，甚至人财两空。看
似无害的“心灵鸡汤”培训班，暗
藏的却是借培训之名发展下线疯狂
敛财的玄机，对这类极不靠谱且涉
嫌违法的“精神传销”，全社会需
高度警惕。

打着培训的名头，参加者交纳
高额费用成为学员，通过“洗脑”
让 学 员 深 信 他 们 传 播 的 “ 价 值
观”，然后诱导学员去“感召”其
亲朋好友交钱来学。在组织上形
成了“普通会员－督导－中心校
长”三级架构，按销售额分级提
成。这与刑法中对传销的界定非
常 相 似 。 与 传 统 传 销 卖 的 是 商
品、服务等不同，这种“精神传
销”打着培训旗号，不仅欺骗手
法更高明，而且对参与者的精神
控制更为严格。

这个培训机构声称能教会员
“连接宇宙能量并共振”，这样的

“神通”让人似曾相识。与当年风
靡一时的“带功报告”何其相似，
参与者如痴如醉，甚至掀起一阵风
潮，事实上却荒诞不经。

当下，社会转型，思想多元，
生活节奏快，精神压力大，人需要
心灵抚慰。在此背景下，“鸡汤文
章”大量传播，励志培训场面火
爆，本也无可厚非。然而，一些心
灵培训靠精神控制和传销手法谋
利，灌给参与者的“鸡汤”里充斥
着扭曲的价值观调料。这样的心灵
培训往往让人变得思维单一、行为
偏执，导致不少参与者人财两空，
其对社会的危害不言而喻。

面对这种培训，整个社会需要
反思与警醒，更需监管部门严肃整
治。相关执法部门对这种传销新变
种要高度重视，依法依规及时查处、
取缔。同时，应多发布相关的提示信
息，提高全社会的识别能力。

人的修养和素质提升绝非一日
之功，那些许诺可以短时间内让人
脱胎换骨的培训，多是要给人灌

“迷魂汤”。人们要擦亮眼睛，提
高防范意识和鉴别力，当心“鸡
汤”有毒。同时，要提升科学素养

和自我修炼功夫，摒弃抄近道走捷
径的想法。

(新华社）

当心“心灵鸡汤”有毒

山寨社团为何能肆意敛财？

一张70多年前的“全家福”
老照片见报后，引起市民议论。
但让人意外的是，在收到的反馈
中，不少话题围绕着：你有和这
张老照片一样，带着父母、孩子
一起拍的“全家福”吗？市民周
先生最有感触：“母亲今年突然
没了，但家里居然没有一张可以
纪念她的‘全家福’。”为此，
他还在微信朋友圈这样写道：过
去，相机是奢侈品；现在，全家
福是奢侈品。(8月4日《宁波晚
报》)

新闻中提到的老照片是一位
市民提供的。陈老先生已经70多
岁了。他家一共6个兄弟姐妹，
在过去的40年里，这个大家庭拍
摄了9张全家福。其中，最老的
一张是在1975年拍摄的黑白照
片，里面有13个家庭成员，2011

年的那张全家福里家庭成员最
全，有41人。这样的“全家福”
里写满了幸福和甜蜜。虽然照片
中的老人已经不再了，可是久远
的回味却是对亲人最好的祭奠。

拍摄“全家福”曾经是一个
时代的时尚。无论家里有多穷，
无论工作有多忙，人们都记着挤
出时间拍摄一张“全家福”。遗
憾的是，如今很多人蓦然回首的
时候，却发现家里找不到一张像
样的“全家福”。贫穷的年代
里，我们能够勒紧裤腰带也要拍
下一张“全家福”，为何现在就
做不到了？

“全家福”曾经是情感的寄
托，它是当时每一个人心里的爱
恋。有人挂在墙上，有人放在案
头，有人珍藏起来生怕弄坏了。
当老人去世的时候，却发现家里
竟然已经很久没有拍摄过“全家
福”了，这种遗憾虽然能用PS

技术来弥补，却永远找不回失去
的亲情。

忙忙碌碌的时代，我们都
在为金钱而迷离，我们一路奔
跑着，甚至不愿意停下来看看
身边的风景。可是回眸时刻，
我们却发现我们丢失的，最不
在意的事情，其实比金钱还珍
贵。“全家福成奢侈品”，苍
白 的 何 止 是 情 感 ？ 而 失 去 的
“ 全 家 福 ” 缺 少 的 不 仅 是 时
间，还有丢失的生活底色。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肖民

“全家福成奢侈品”

缺少的不仅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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