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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民警送卫生纸也需要理睬吗？
□钱夙伟

“我拉肚子了，

没带纸，请民警带些

卫 生 纸 给 我 ……”6

月 2 日，松江公安分

局 接 到 一 条 让 人 哭

笑 不 得 的 报 警 。 奇

葩 报 警 曝 光 后 迅 速

引来市民吐槽，不少

人认为，向民警求助

卫 生 纸 有 恶 意 占 用

警力之嫌，不值得提

倡。（6 月 5 日《新闻
晨报》）

这 起 警 情 的 状

态为“保存成功”，派

警 工 号 为“001543”。

昨天，松江警方证实报警情况属实，此事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据称一般来说，指令下发到辖

区派出所后，民警不得拒绝处置。因此，这条求助卫生纸的指令一旦下发至派出所，民警就

应该出警。

这显然过于荒唐。110等公共应急资源，只有明确限定其求助的范围，才能充分而有效

地履行其职责，发挥其作用，而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况且目前因接警量大，警力本身匮乏，

如果任何事情都求助于警力帮忙，民警有求必应，既造成警力资源的浪费，还必然导致正常

的警务无法处理，因此削弱其效用，而这于确实需要紧急救助的公民的权益，还构成某种程

度上的侵犯。

现在，动辄让110、119为一点小事帮忙，并非个别现象，而许多事情，或本来就未必不

能自己解决，比如既然有电话，就可以寻找附近的朋友或者市民进行帮助。即使解决不了，

也不过是大不了甚至无所谓的一点麻烦和损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选择报警，不过是

因为尽管动用警力社会成本不菲，却不需要花自己一分钱。说到底，是因为自私，也缺乏社

会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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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央企，富招待”
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微WEI SHENG YIN

声音

“今日头条”，是谁的“头条”

手机 APP“今日头条”的口号是

“我们不生产新闻，我们是新闻的搬

运工”，但事实上，其搬运的不仅是新

闻，更是版权。互联网发展会带来各

种新技术，但基本前提是不能伤害原

创内容的创新，不能把别人的“头条”

抄袭成自己的“头条”。 @新京报

长沙伤医案，求证更需求解

湖南发生暴力伤医事件：逼值班

医生向遗体下跪、磕头，殴打医护人

员致颅脑损伤、先兆流产。而坊间流

传的“我若不是公务员，今天就把你

们当场打死”，尽管尚需求证，但已在

舆论场中发酵。无论打人者是不是

公务员，这种辱医、伤医的粗俗乃至

粗暴行为，都于法不容。央视网新闻

非FEI CHANG DAO
常道

“马云和许家印能把足球搞好，他们能办好企业，就能办好足球。”
——阿里12亿购恒大足球50%股份，对此，SOHO中国CEO张欣认为，只要“用他们办

企业的那套奖惩分明的方法，让科技、阳光、透明进入足球”，就有戏。“中国真该有好的足

球，12亿人口的基数，怎么能出不了十几个好球员呢？”

“最关键的是，不会再有四万亿了。”
——近期，楼市“拐点”论渐成主流，一些房企大佬及经济学家都表达了同样的市场预

期。《华夏时报》编委、地产主编曹盛洁日前撰文称，房价下调的理由有很多，比如不会再有

短期的政策刺激了。

热RE DIAN LENG PING
点冷评

星XING BAO SHI PING
报时评

世SHI XIANG ZA TAN
相杂谈

“考前拜神”背后的
社会心态更值得关注
□宋广玉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

每年都有的“考前拜神”新闻也随之而

来。一名在高校当副教授的家长说，

自己也背着孩子偷偷在网上拜了拜。

“虽然我受过高等教育，知道这些都是

迷信的一套，但是人在这个时候，在这

个气场里，好像就不得不这么做。生

怕有一点儿没做到，就真的影响孩子

高考。”（6月5日《北京晚报》）
正如一些专家和老师所言，家长

也罢、学生也罢，他们考前忙着拜拜各

路“神仙”，不过是图个心理安慰，缓解

一下考前压力，并非真的迷信单靠神

仙的保佑就能让孩子金榜题名。

透过现象看本质。在笔者看来，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不是年年都要上演

的“考前拜神”，而是“考前拜神”背后

凸显出来的社会心态。

首先，盲目的从众心理让一些人

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跟风心态成

为一种社会潮流。一些人面对一些人

或事时，不是基于自己的知识、经验作

出独立思考和判断，而是跟着潮流

走。于是，家长不管孩子是否喜欢和

愿意，仅仅为了所谓的“赢在起跑线

上”，自小就让孩子参加各种兴趣班、

奥数班；一些考生跟风报考一些大学

的所谓热门专业，同样不管不顾自己

喜不喜欢；还有跟风消费、跟风练各种

“功夫”……

其次，投机心理让一些人不肯踏

踏实实做事，社会因此越来越浮躁。

“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对一些人

来说，他们是靠投机来行走于社会

的。受此心态影响，一些人不喜欢踏

踏实实做事，不喜欢赚辛苦钱，而是喜

欢赚快钱、一本万利、一步登天。于

是，社会上有了各种投机取巧的行为，

人心越来越浮躁：一些人妄想一夜致

富成了“问题彩民”；一些企业不是好

好做产品，而是靠坑蒙拐骗获利；一些

人靠恶俗的炒作上位……

因此，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考前拜

神”背后的盲从、跟风、投机等社会心

态，不但“考前拜神”会年年上演，由此

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也会层出不穷，

对社会及我们个人造成的伤害也会不

断呈现出来。

国资委巡视组近期分别向中国南车、中丝集团、中储棉总公司、中国化工、中盐公司和

诚通集团等6家中央企业反馈巡视意见，指出了一些主要问题。以中盐公司为例，截至2013

年9月底，中盐公司当年的合并营业总收入达到204.07亿元，但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

润均为亏损，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亏损额为4.28亿元。2011年，中盐管理费用提高

到23.27亿元，业务招待费也增加到8703万元。即便到了2012年前三季度，招待费依然高达

6437万元之多。（今日本报A13版）
应当承认，央企的正常经营，当然需要有必要的管理费用及开支，也无可非议。然而，

不合常理的则是，年亏损数亿元的央企，竟然管理费和招待费居高不下，达数千万元之巨。

尽管在中央加强接待监管之后，央企年报中的接待费用大多销声匿迹，但却并不意味着接

待费取消或减少，而更多不过是通过财务手段隐身匿名于其他项下罢了。那么，亏损的央

企为何仍能“富招待”，无疑更加令人匪夷所思，而其背后所暴露的央企财务手段的“高明”，

则更是令人担忧。

事实上，之所以中央禁令之下，亏损央企的“富接待”仍然能我行我素，与其说是顶风作

案，毋宁说更需反思央企财务及利润监管上的制度缺位。当央企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却

无需承担社会责任，以回馈社会，甚至连向出资人上缴红利的义务也常常被忽略或减免。至

于对央企财务的日常性外部监管及其透明度，更是难言到位，亏损央企“富招待”的背后，央企

管理费是否成为一个啥都可以往里装的“筐”，更是亟待追问。于是，监管漏洞难免，出资人难

以真正意义上归位，亏损“穷央企”却上演“富招待”的离奇一幕，也就并不意外了。

一言以蔽之，“穷央企”仍能“富办公”、“富招待”，除了巡视机制的常态化之外，其实更

需加强央企财务管理透明度与监管规则，并严格央企利润缴存与使用的授权规范。唯此，

央企的“财大气粗”才不会总是本性难移。

□吴 江

高校生存危机
也孕育生机
□戴先任

中国教育在线 4 日发布的

《2014 年高招调查报告》显示 ：

2014年高考报名人数在连续下降

5 年后首次出现反弹，增长 27 万

人，达到 939 万人，生源下降带来

的高校生存危机似乎得到缓解，

但更深层次的危机已经出现，高

校必须积极应对，特色办学、转型

发展势在必行。(6月 5日《人民
日报》)

今年高考报名人数达到 939

万人，比前一年增长 27 万人。但

表面的繁华难掩内里的虚弱，今

年热热闹闹的高考不过如同高考

黄金时代的“回光返照”，从长远

来看，生源下降是总体趋势。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

高考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型，

但昔日“高富帅”的高校逐渐变得

“矮穷丑”，大学为了能招到学生，

不惜降低门槛，导致生源质量下

降;而我国高校“同质化”严重，缺

乏特色与定位成了全国2000多所

高校的普遍问题。

近几年来的“史上最难就业

季”，何尝不是因为高校没能找准

自身定位和高校教学质量差造成

的？一边是大学毕业生难以找到

工作，一边却是制造业严重的用

工荒。这也造成不少学生产生读

不读大学一个样，甚至认为读大

学是浪费青春的想法，一些学生

认为与其花几年时间，多花数万

元钱去读大学，不如高中毕业就

出去打工或是创业。

多方面因素使得高校生存

危机年甚一年，但生存危机也能

倒逼高校实行改革，让高等教育

在危机中孕育出生机，比如可以

倒逼一些高校向应用技术型转

变，让高校变为特色办学，让教

学内容多与社会需求挂钩。就

算因此压缩一些高校的招生计

划，甚至造成一些高校被淘汰，

只要是将真正落伍于时代，本就

是在误人子弟的一些高校被物

竞天择、优胜劣汰淘汰掉，就是

在良币驱逐劣币、就是“清理门

户”，对整个教育事业，对弊病丛

生、屡受人诟病的高等教育，又

何尝不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