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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运城市泓芝驿镇民政办负
责人谢志杰，利用为村民办理大病救
助资金手续、低保手续和申请临时救
助金、散居孤儿生活保障救助金的职
务之便，以“辛苦费”“感谢费”等名
义先后收受16户救助对象现金2.075万
元，全部用于个人开支。日前，运城
市纪检部门决定给予谢志杰开除党
籍、行政撤职处分。 （据新华社）

对农村身患重病人士、符合低保
条件人士、散居孤儿等困难群体进行
救助，是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是社
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基层民政部门
工作人员理应把这件善事办好，让党
和政府爱民惠民的阳光真正照进困难
群众的心里。遗憾的是，谢志杰不是
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雪中送炭，而
是雁过拔毛、以权谋私。正像元代散

曲 《醉太平·讥贪小利者》 写的那
样：“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
油，亏老先生下手！”

对困难群体“雁过拔毛”的问
题，并非民政部门独有。据报载，河
南省兰考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管理委员
会科学技术股股长秦国胜利用分管病
残儿鉴定申报工作的职务之便，收受
两名病残儿家属所送价值1800元的烟
酒、副食品。日前，兰考县纪委给予
秦国胜党内警告处分。

为农村身患重病人士、符合低保
条件人士、散居孤儿和病残儿等搞好
服务是谢志杰、秦国胜的本职工作，
不敢奢望他们对服务对象“像春天般
的温暖”，但至少应该具备最起码的同
情心和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困难群众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恨不得一分钱掰

成两半花。如果在国家给困难群体有
限的救助金里，有人还要分一杯羹，
那真可谓贪鄙至极。

更糟糕的是，这些发生在群众身
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直接损害
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使惠民利民政策
变了味、走了形、打了折扣。

为困难群体服务的基层党员干
部，一定要心怀温暖，守住道德底
线。如何守住道德底线？必须坚持理
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信
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
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
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基
层党员干部只有不断强化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筑牢思想防线，
自觉矫正思想上消极的、不健康的因
素，才能转变“当官做老爷”思想，

与老百姓打成一片，诚心实意为困难
群众办事。

主观上，基层党员干部要不断提
高党性修养和道德水平；客观上，纪
检部门要扎牢制度的笼子，从根本上
解决好“不敢”“不能”问题。必须树
立党的纪律的绝对权威，一手抓建章
立制，一手抓纪律执行，保证每一名
党员尤其是基层党员都在纪律约束之
下，使纪律和规矩成为党员的内在信
念、行为规范。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一首诗中写
道：不要把善良从心灵深处挤走，更
要严防丑恶偷偷潜入心底。但愿谢志
杰这样的反面典型能让广大基层党员
干部深刻反思，多做为困难群体雪中
送炭的事，千万别打歪主意，因为

“伸手必被捉”。

对困难群体“雁过拔毛”太可耻
□郭 剑

在《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下
称《规定》)征求公众意见 3 年多后，十
四届 184 次市政府常务会议昨日审议通
过了该《规定》。记者了解到，审议通过
的 《规定》 保留了此前备受争议的“拾
金不昧奖 10%”相关条款，《规定》 明
确，处理无人认领的物品后，公安部门
按拾获财物价值 10%的金额对拾得人给
予奖励。

（据10月13日《新快报》）
国人有拾金不昧的传统，无论是政

府还是社会，都鼓励民众拾金不昧的善
行，而且往往是强调不求回报。可是，
人毕竟是社会性动物，在利益面前，不
可能都是道德圣人，能够达到不为所动
的高度。

事实上，因拾金不昧而牵扯到酬劳
纠纷的案例，在各地都有发生，部分拾
金不昧者认为自己付出了时间成本、保
管费用等，理应得到相应的报酬。广州
市审议通过 《规定》，则从法律的角度，

明确拾金不昧者有权获得奖励，制定了
相应的奖励标准，乃是对善行的肯定和
引导。

“失主领回失物时,可以自愿将遗失物
品价值百分之十的金额奖励拾遗者；对
无主的失物,政府予以拍卖,按拍卖款10%
给予拾遗者。”广州市的《规定》没有一
刀切，而是根据失物的招领情况区别对
待，找到失主的就让失主决定是否奖
励，至于那些无主失物，就由司法拍卖
后依法奖励拾遗者。

用法规明确拾遗者的法律权益，让
拾金不昧者名正言顺获得奖金，可激励
民众行善。而且，此举可倒逼失物保管
部门规范化管理，达到监督效果。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只是一个理想
社会状态，在物质占据重要地位的当
下，我们不应回避利益对人性的诱惑。
用激励机制正面引导民众行善，合法拿
到物质奖励，以形成良好社会风气，这
也是不错的选择。

拾金不昧奖10%是对善行的肯定和引导
□江德斌

险
1元能买到号称收益颇高的银行理财产品，甚至高门槛的信

托理财产品。近一个时期，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竞相打出“1元
理财”招牌，赚足了投资者的眼球。当记者带着质疑调查发现，
此类产品“有名无实”，其实就是“拆份子”理财，是涉“踩”监管边界
的违规行为，存在相当大的风险。专家指出，这是违背监管意
图，打破投资风险匹配原则的行为。赵乃育 作 (新华社发)

据《焦作晚报》报道，市民黄先生
反映，为了接送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壮
壮，他买了辆面包车。可壮壮看到不少
同学的家长都开着轿车，自己却坐面包
车，觉得没有面子，不肯让父亲在校门
口停车。焦作家庭教育指导师协会会长
王国防表示，家长首先要认识到，孩子
之间存在攀比是正常、自然的情绪，其
次可以通过讲故事等方式，让孩子认识
到在物质享受方面互相攀比的弊端，引
导孩子在学习上与同学比较，增强孩子
的进取心。对此，你怎么看？

【观点1+1】
@雨余芳草碧萧萧：我在大学时也

听老师说过类似的事情。老师朋友的儿
子上小学，有一天他朋友有事不能去接
孩子，就找我老师替他去接。我老师开
了一辆桑塔纳汽车，没有接到孩子，焦
急万分。老师给朋友打电话后才知道，
孩子早回家了。原因是，孩子觉得老师
开桑塔纳来接他很没面子，就自己打的
回家了。老师、家长很无奈。

@苏洛书8023：个人认为，这是
家长教育方式的问题，也是孩子成长环
境的问题，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就是这个道理。家长是最好的老
师，应当好好教导孩子，培养他们正确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青天123ab：学生的攀比心理很
严重与当前的教育导向有关，家长与学
校应合力培养孩子正确的价值观。

@kellykeron：三年级的孩子就懂
得如此攀比，难道不是父母教育造成
的？刚出生的孩子如同一张白纸，父母
怎样去画，就会留下怎样的痕迹，最应
该反思的绝对是父母。

@飞翔的砂漏：今天是车子问题，
明天就可能是出国旅游问题了。在孩子
的成长过程中，总会遇到类似的攀比问
题，孩子对此有困惑和烦恼很正常，因
为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处于形成阶

段。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家长只有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循序渐
进，通过具体事例耐心引导，切不可操
之过急。

@阿七若丹：我也一直在做小学生
心理指导工作，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源
于家长没有让孩子懂得幸福是什么，更
没让孩子学会体贴父母，父母一味的付
出和疏于引导才是导致孩子产生虚荣心
的关键。

@我爱干煸茶树菇：这是一个孩子
的正常心理反映。很多家长买车的初衷
就是为了不让孩子挤公交车，或者在其
他同学面前没面子，这是普遍现象。对
此，我们不能过于苛求孩子，毕竟孩子
只会从表象看问题，不理解大人挣钱养
家的艰难，家长应通过具体事例让孩子
理解生活二字的真谛。

@曲微丹：如果我是壮壮的爸爸，
我会这样告诉孩子：“孩子，非常抱歉，
我没有给你豪车的资本，但我爱你的心
和其他父母是一样的。”晓之以情、动之
以理的说教比简单粗暴的打骂更加有
效，想必孩子会改掉攀比的坏毛病，懂
得理解父母。

【下期话题】

一封家书
近日，宁波大学阳明学院为学生组

织了一次写家书活动，2907名大一新生
给自己的家人写了一封家书。然而，家
书寄出去不到一个星期，学校已经陆续
收到50多封退信，原因是（收）寄件人
没有写姓名、收寄件人位置写反了，甚
是令人尴尬。对此，许多人思考，在电
子通信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是否还需
要用家书与家人进行心灵沟通？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作
日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麻 酩

【今日话题】

孩子的攀比心理

渭水南岸是青翠的秦岭，北岸是黄土
高坡。高高的土崖下边，有一块草坪。草
坪中央，长了一棵花椒树。在那里，脚下
是涓涓溪流，不远就是渭河。花椒树不往
高处长，四周低垂，成了一把接地的伞，圆圆
的很是好看。小学总复习，我发现了它。

放学后，我夹着复习资料，拨开树
枝，看到绿伞下有空地，刚好能容下小小
的我。树下不见阳光，草是白色的，细细
的很柔软。我钻进去躺下来，好惬意好舒
服的小屋啊！更妙的是不仅能听到流水
声，还能与雀儿嬉闹。花椒树枝条编织了
鸟笼，我在里边，鸟在外边。外边霞光耀
眼，鸟儿看不见里边的我。我伸指头轻轻
摸它的爪儿，捋它的羽毛，它不生气，不
恼。它啄我的手指，不疼。鸟儿们歌舞联
欢，让我免费观赏。我想把这神奇的小屋
当书屋，该读书的时候，我轻轻弹弹树
枝，鸟儿飞了。揪一片嫩叶含在嘴里，心
里肺里都别样清新，我静心读书想事儿。

这秘密我从不告诉别人，在我的书屋看了
许多书。

同学们一下课就找不到我，时间长
了，被人瞧破了。一次，我正看《古文观
止》，同学们领着班主任李老师来到我的小
屋前叫我。我拿着书爬出来。李老师很
急，问：“淘气！这里没有蛇吧？”我说：

“不会有蛇，蛇不爬花椒树……刺儿老多
多，扎了老疼疼老麻麻。”李老师翻看我带
的课外读物，问我：“是从我书架上拿的？”

“是。看完给您送回去。”
老师厉声问：“复习好了？准备好了？

考不上中学，你……想去哪架山上放羊？
你给我背书！”

我说：“老师，这小屋可神奇了。在这
儿读书，过目不忘呢。”

“老师，别让他背书了，他像念经一样
早念熟了。”同学替老师给我出了更难的题
目：“老师，您找个新词，让他说在哪一
课，哪一页，第几行……”

李老师一笑，反而不难为我了。他再
次翻看我带的书籍，拍了拍 《古文观止》
问：“看懂了？”

“不太懂。”
李老师和蔼地让我说。我说我在小绿

屋里听溪流、听河水，柳宗元 《小石潭
记》说“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他用闻
字，是因字义不同还是音韵的区别？

李老师沉吟了半天，说：“不是听与闻
有什么不同。这是身份的标记。柳宗元
啊，说只能用曰，听只能用闻……”

我低头思考，李老师突然宣布：“你们
几个成立一个学习小组，你当组长。成绩
上不去我拿你说事！”

同学们都很高兴，商量在哪里集中学
习。我说这里好，很僻静。李老师眼睛瞪
起来，说：“这里……也可以。这草坪可
以，不准钻花椒树！”

女生背过身偷笑，男生伸舌头做鬼
脸。李老师忙说：“笑什么笑？我是怕花椒
刺儿扎你……再说人生那点事儿，你们也
该懂了。记住，懂了就得守规矩！”

借山水灵气，还有良师教辅，我们都
顺利升学了。我们怀念那棵花椒树。岁月
漫长，总有坐不下来读书的风雨天气，找
不到僻静的书屋。在心慌意乱时，我总要
在心灵里再造一棵花椒树，钻进那小小书
屋，静心看书，从容写字。

神奇书屋
□王小片

一

或大，或小
心灵抽出一柄短剑

一个人像拔剑自刎
又像是看见一朵弯曲的闪电

二

一个人，没有海市蜃楼
一个人，暗藏铁器

铁匠打铁，火舌吃铁
那四溅的火花，让黑夜更黑

三

步步踏雪，我向着一个夜晚
月亮，像一只树枝间的白鸟

此刻，雪在烧
孤独仍是洁白

四

峭壁突兀
岩上忽然弹出苍鹰一只

峡谷里，一块醒石坐禅
流水横流，桃花落血

五

嫁接它，和心灵的一截枝杈
和一丝微风，一枝雪中的寒梅

哦，时间缓慢，缓慢
它是一坚果

六

和春天照个面后，它就藤
蔓一样

依然在那里的墙上攀爬

它又像一个人身上的果实
成熟的时候，自然会露出

红颜

七

此刻，村庄渐远
黄昏，火烧云，乌鸦。我

要去的一个驿站很远

那直上的炊烟
总是一断肠

八

你说，它是一个什么图形
我是一尾鱼时

我看到，它像是一个旋涡
而浪花，是它吐露的花朵

九

我把我的思想都交给它
看看它的颜色，包括它的

大雾弥漫

须臾间，我看见湿地，芦苇
看见一只天鹅，撑开的天空

十

突然看见辽阔，草原，及
大漠

一个人默默牵着一匹白马

远处，一顶撑起的帐篷里
马头琴拉响，整个草原安

静下来

十一

孤独渐小，像咀嚼的一味
橄榄

一个人，瓷器一般安静

灰褐色的山冈上
一只低飞的乌鸦无枝可栖

十二

此刻的孤独
与纷纷的大雪而歌

空谷无人
一句诗里，舟横，不见

僧，木鱼无水

十三

最后的孤独
是有落日和火烧云的一家

寺院

般若见心
拈花的佛，不在他处的泥身。

孤独书
□麦 莎

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身边不熟悉甚至熟悉的人，
有一天突然看不懂你了，把你很
平常的一个举动、一种选择、一种
状态主观地定位成他内心想的那
样，这种想象，连他自己都说服不
了，是一种臆想，在公开场合，还要
做你的代言人，防不胜防你就会
被推到一个陌生的境地。

而这种境地，正是这个发挥
想象的人，所处的境地。

有人说，这种人是无聊的、
阴暗的，而我说，我们是孤独
的。说我们，是因为我有时也会
是这类人，这个时候的孤单是让
人心痛的。

因此，我，说不定也会是你，
一起做那个“同病相怜”的人。

我 要 去 学 校 看 望 住 校 的 女
儿，约了有车的朋友一起去，这
样的话，我可以搭乘他的车，他
可以借助我认识学校老师的便
利，得以进去。看过孩子们出门
的时候，他的朋友电话邀他吃炸
酱面，他随口说，那就两碗吧，
我们是两个人。于是我就去了，
我一下看出来这其中有一对男女

是不落俗套的那种关系，我对他
们表现了得体的尊重和对这种异
常关系的无视，这样的无视理解
为认可也不为过，我觉得我特别
没有必要去口诛笔伐。

说起近期要去出一趟公差，
到底坐火车还是大巴，我把这种
再平常不过的纠结拿出来讨论，
无非是没话找话一起聊聊，炸酱
面的调料本来就单一，我没奢望
结论。那女人就诡异地看带我来
吃饭的朋友，又看看我，装作很
自然地说，坐什么火车、大巴
啊，开车送去啊，五个小时就到
了。我还没对上话，她又有话说
了，到了以后，办完公事，第二
天看一下那个什么景点，再回
来，多方便。我更是不能去辩
解，难道去描黑一样地说，我怎
么可能和他住一夜？索性就吃一
大口酱，点头，说的还真是。

于是她无比兴奋起来，仿佛
在这一刻终于认定，这一桌的男
人都在外面插彩旗，女人也都是
其中的一面，飘啊飘，这一碗炸
酱面终于变成了一顿认亲饭，大
家都是一样的人。

好吧。
工作变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情，应该很平静地对待，所以，
我连自己系统的人调去哪里都不
知道，甚至变动很久了，我还会
像痴呆患者一样对着那个早就离
开那家单位的人说，你每天那么
远还是骑自行车啊？人家会看我
很久，觉得我那么不重视人家。

我的工作也会变动，无论是
我要求的还是领导决定的，这其
中如果夹杂着我不想表述的心
思，我就不说话，那么，放在桌
面上的组织程序也变得悬疑魔幻
起来。其实，无论是哪一种走向
都很自然，没有哪个位置必须是
谁的，没有谁必须在哪个位置
上。我的心态是平和和信任的。

这个人，其实很了解我，更
了解我的工作，但仍然对我在关
键时刻不能一锤定音，处于茫茫
未知的被动局面表现出过分担
忧，说到激动处，很是替我不
平。最后说，看我，现在落得这
样，你，注意点吧。我很感激他
关注我，虽然这种关心带着很复
杂 的 一 丝 丝 难 以 抑 制 的 庆 幸 ，

看，还有一个人，就要走上我的
路。这样的话，于是，可以结伴。

他的内心是孱弱而需要同类
的，我跟他不是同类，我觉得他
很清楚这一点，他追求的和我想
要的不一样，我的脚步和内心都
不会跟他交集。但我还是在分手
的时候，在楼梯的拐角，跟他惺惺
相惜地握了手。

给他一点温暖，这有什么难的。
我一个朋友的老公很有钱，

月供一套房子对她来说，就是一
场不用雨具的毛毛雨，我很清楚
她的生活，但我问清楚了房的位
置、使用面积以及装修情况之后，
有些不能自已地非要给人家碰杯，
一样的工作，一样的房供，一定是
一样的压力了。对我这种不自量
力，她很给我面子，亲热地过来碰

一下，非常愉快地跟我站在了一
个队伍里。我需要这种鼓励。

作家丁丁张在他的 《人生需
要揭穿》 这本书的封面上很煽情
地写了四句话，最后一句话是：
生如夏花，对上一季的人，说声
谢谢陪伴。我在书架上看到这本
书的时候，这题目让我以为这是
一本解决人生问题的书，看到这
句话，我大致敢确定，这里边的
故事可能就是事情发生后的自然
表达，跟心灵鸡汤的文章是有差
别的，心灵鸡汤擅长拿正能量指
引你的走向，这个还不是。

孤独的人总是希望顾盼左右
能牵上一个人的手，或者想跟着
走一段，哪怕是得到假想中的慰
藉和认可也好。

总之，这个，你懂的。

无非是不想孤单单
□刘 玲

（（本报资料图片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