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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 小雨评一周 漫

今日观察

画里有话

周口市的农田里又出新闻了。
10月 31日，该市淮阳区一承包户收割药材

白术，遭到上百名村民哄抢，警察赶到才把这些
人赶走。视频画面显示：疑似承包户的中年妇
女坐在地上大哭。其亲属称，大姨家贷款承包
了上百亩地种植中药材，前几年一直赔钱，就今
年有了起色，还被这样哄抢。

好吧，可以归咎于盐碱地挣钱能力差、农民
素质不高，但官方怎么说呢？11月1日晚，淮阳
区农业农村局在情况通报里说，附近村民误认
为种植户第二遍收割完毕，遂进地捡拾药材。
通报特意加个括号说，药材收割完成后，种植户
允许村民到田地内捡拾遗留药材已是多年来的
习惯。

到别人地里捡拾，这个习惯真是好啊！敢
情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可以申请“非遗”了。

不过，认定农民是捡拾而不是哄抢，不是淮
阳区农业农村局的创见。今年10月14日，周口
市郸城县某玉米田里，涌进几百名村民遛玉米，
田主人无奈报警。然而，郸城县农业农村局发
布情况说明：群众到收割过的地块拾玉米。你
没看错，是拾，不是抢。当时，我就写了一篇小
评论，说：官方为这样的群众行为背书，带来的
后患让人担忧，既然官方都认可“拾”了，来年不
拾白不拾。现在看，根本不用等到明年。

说实话，我实在想不通官方为啥要为这种
大规模的侵权行为背书。公权一次又一次为群
体恶行找借口，实际上助长了这种歪风，为下一
次恶行埋下伏笔。

一个现代政府，必须是法治政府，农村的一
些现象，在论证其合理之前要先论证其是否合
法，只有合法才合理，只合理不合法的事儿，不
存在。

又见哄抢
很意外，全国不少地方的学校竟然取消了课

间十分钟。
说取消也不准确，是对课间活动作出严格限

制，比如，不准出教室，不准嬉戏打闹，甚至不许
打乒乓球。想想我们小时候，地上画几个方格、
捡几块瓦片就能玩游戏。现在，客观条件具备
了，可游戏和运动没有了。

无需论证活动对人体的必要性和好处，这没
有讨论价值。好奇的是，学校为什么视课外活动
如洪水猛兽？教育部对此有过回应：“怕学生一
旦动起来就容易受伤，现在所有学校都把安全放
在第一位……也可以说是因噎废食吧。”

这倒是实情。保证学生在校安全、避免发生
意外伤害，是很多学校坚持的首要原则。教育部
对此心知肚明，也知道学校这样做不明智，因此
于 2021 年颁布了《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不
得对学生课间正当交流、游戏、出教室活动等作
出不必要约束。

然而，教育部不可能为学生的安全责任兜
底，学校出于自身考量，只好抗命了。

应该说，几乎所有事情都存在危险概率。但
在极小的危险概率上杞人忧天，怕孩子出事被追
责，于是果断限制孩子的课间活动，这种看似“省
事儿又保险”的方法，不过是懒政罢了。

但我也尝试着理解学校。就安全角度，现在
孩子一有事，家长就与学校闹，让学校不胜其
烦。从教育角度，尽管国家大力减负，但整个社
会的教育焦虑并未缓解，学校不可能独善其身，
不把孩子的成绩作为KPI。现在，所谓的好学校
不就以抓得紧声名在外吗？向时间求解，最符合

“抓得紧”的逻辑，这必然牺牲课外活动。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需要在阳光下成长。但

这是全社会的课题，不仅是学校的。

课外活动
当网络传出有工人在青岛啤酒三厂原料仓

库小便时，我是打算此生与青岛啤酒说拜拜
的。我想，大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一家企
业的商誉很可能毁于一泡尿。

11月1日晚间，事件终于迎来官方通报。
根据通报，司机满载麦芽到达青岛啤酒三

厂，卸货中与装卸工发生口角。装卸工攀入货
车清理剩余麦芽时，忍不住在车厢内小便，刚好
被司机的行车记录仪拍下，司机遂将之发至网
上，给青啤带来一场生产质量危机。

这个新闻俨然有些黑色幽默：要不是司机
和装卸工吵嘴，青啤原料采购、物流运输中的漏
洞能否大白于天下，还不好说。

不过，话又说回来，作为百年品牌，青啤从
原料采购、物流运输、酿造过程、包装出厂等各
个环节应该是全链条、无死角监管，一个卸货工
竟敢在厂区畅快淋漓地方便，说明这个漏洞绝
不仅限于此时此地，公众有理由脑补出更多管
理松懈的情节来。

尤其是，恰好因货车司机与卸货工发生口
角，恰好行车记录仪拍下卸货工的行为，其中的
偶然性固然有戏剧性，却又暴露出青啤生产漏
洞的必然性——出事只是或早或晚的事。

至于通报中所说装卸工系青岛啤酒三厂外
包业务公司员工，并不能减轻青啤管理松懈的
丝毫责任。青啤不必过多强调。

另外，通报的评论区，出现大量 IP 为山
东、力挺青啤的言论，如是水军也大可不必。
根据海恩法则，每家公司平均每产生 300 次隐
患或违章，就会有 29 起普通事故发生。小便
这种违章事件，对青啤是珍贵的教训和教育，
除了反思、加强管理，不必在其他方面费思
量。

青啤“危机”

文/雨来

借由重庆女童被狗咬伤的新闻，新
一轮群众“打狗”运动在全国掀起。我
市也不例外，城管部门于近日出台了

《进一步做好城市文明养犬管理工作方
案》。

爱狗的，待狗如亲人；怕狗的，视狗
若噩梦。就在前几天，还有市民投诉狗
患问题，有关部门表态加强管理，但在
新闻评论区，有市民不解：人现在和狗
较起劲儿了！他们只能拿自己的人格
缺陷，去和小动物一比高低。

这话说得很不客气，而且“拿自己

的人格缺陷，去和小动物一比高低”，也
让人费解。不过，这位市民，包括不少
爱狗养狗人士，似乎弄错了一个矛盾关
系：人们反映狗患问题、提出解决建议，
有关部门想方设法、加强整治，甚至出
台文件予以规范，并非与狗作对，而是
规范养狗的人——文明养犬，重在治
人。

毋庸赘言，狗是人类的朋友。它聪
明，有一定智商，而且喜欢黏人，讨人欢
心。这让狗区别于其他宠物。与此同
时，在压力、孤独、焦虑充斥现代人生活
的今天，狗的这种天性也让人颇为治
愈。

然而，狗毕竟是狗，它性情多变，俗
话所说的狗脸，即指它说变就变。狗还
有护主心理，尤其是烈性犬，护主心理
和领地意识都很强，这让它容易表现出
攻击性。那么，它对狗主人以外的人，
就构成了一种威胁。于是，在公共区
域，如何看待狗，就分立于鸿沟两侧。

人的权利必须高于狗的权利。在
城市生活区域，养狗不能超出其必要
性。可以把狗当作宠物，当作精神治愈
的工具，但养烈性犬就超出了这种必要
性，且给他人带来危险，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城市禁养烈性犬的原因。那么，接
下来，如何约束规则允许的宠物狗，尽

量减少狗给人带来的危险，就成了如何
约束人的问题。

道理其实很简单，就看养狗者如何
突破心理障碍，不要把狗看得比人重
要，己所欲，亦勿施于人。当然，从管理
部门来说，无论是文明养犬工作方案，
还是其他配套的规则，都是给养狗者套
了一个枷锁，管好自己、管好狗，勿侵犯
他人。

另外，对城市的流浪狗如何处置，
我不建议捕杀了之。对符合规定的犬
只，最好公告由人领养。毕竟，狗也是
生命，也是世界的主人。

（相关报道见昨天2、3、4版）

文明养犬 重在治人

孩子在学校喝不上热水，做爸爸的
很着急，就拨打了 12345 民呼必应热
线。12345的效率很高，工单由上向下
层层传递，学校接到热线转批件后，两
个小时内就将喝水问题解决了。

不过，看到这样的新闻我却很疑
惑。学校的供水线路有问题，学校比任
何人都清楚。天越来越冷，学生喝不上
热水，学校应该比任何人都着急，可为
何非要借助外来的压力，学校才能提高
效率，两个小时内就把问题解决了呢？
学校是为上级负责还是为学生负责？
这里面有个思维转变的问题，学校得好
好想一想。

（张骞/文 张梦珠/图）

喝水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