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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言虎

看似最温暖的港湾，也可
能是凶险丛生的魔鬼地带。“南
京南站猥亵儿童”一事在网络
被爆料后，当地警方介入调查，
并查实猥亵女童的是她的哥
哥，而女童是这个家庭的养女。

当哥哥在众目睽睽之下猥
亵妹妹时，坐在一旁的父母却
无动于衷；倘若没有其他极其
特殊的原因，做出猥琐动作的
兄长以及无视这一行为的父
母，如何能担得起“亲人”称号？

家庭是最小也是最紧密的
情感共同体，但往往一些悲剧，
就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兄长
猥亵妹妹，这在人伦与法律上
都难以让人接受，这样的家庭
对被猥亵的女童来说，无异于

“魔窟”。猥亵或纵容家庭成员
猥亵的父母，还有资格抚养女
儿吗？

从法律设置上看，也正是
因为熟人作案的隐蔽性与便捷
性，法律加重了对家人猥亵行
为的处罚。《关于依法惩治性侵
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二
十五条规定：与未成年人有共
同家庭生活关系的人员对未成
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更
要依法从严惩处。

至于失责的父母是否还享
有监护权，最高法印发的《关于
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
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也
早有规定：性侵害、出卖、遗弃、
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严重
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可
以剥夺监护人的监护权。

不管是实施猥亵还是纵容
猥亵的父母，根据此规定，都已
经触及监护资格的问题。相关
司法部门应该在父母监护权的
问题上作出稳妥安排。

家人猥亵女童或纵容猥
亵，这是人伦悲剧，但道德之外
更有法律在。当父母连最基本
的保护子女身体不受侵害的责
任都履行不了，甚至成了施害
者，法律就不仅要对其严惩，还
要依法剥夺其监护权。

家人纵容猥亵，应剥夺监护权

□小芳

随着南京南站猥亵女童嫌
疑人落网，事件似乎告一段落。
但爆料人、上海作家陈岚，却在几
十个小时内收到了微博上近千条
的死亡威胁、诅咒及谩骂，有人质
疑她借此事炒作卖书，有人声称
出五万元要打断她的腿，甚至还
有人出十万买陈岚一只手。

互联网时代，网络暴力司空
见惯，但从记者调查来看，这次
的威胁、恐吓，显然是有备而来。

从最开始的几个人、几十个
人在微博用马甲账号一问一答
地留言，到后来在短短几十个小
时内给陈岚发送近千条的死亡
威胁，持续不断打骚扰电话，以
至在全网发布爆料人的家庭住
址、私人信息……这种“抱团式
骚扰”，离不开背后的组织与谋

划。
这些人的举动，似乎也说明

这些“恋童者”或者有这种意识
的人，也开始反击了。而且是以
这样一种明目张胆的方式。真
是鲜见如此理直气壮为恶行张
目的。

据陈岚自己描述，她的信息
之所以泄露，或许与一个疑似恋
童者张某有关。多年前，他们同
在一个公益组织工作，张某只关
注组织里的其中一个小男孩，并
经常要求带其回家住，被公益组
织拒绝。

此事是不是张某干的，这当
然需要警方调查。但是，陈岚之
所以卷入舆论漩涡，说白了，还
是因为她凭借自己的影响力，推
动了南京南站猥亵女童案的调
查。或许是因为她让那些躲在
暗处的恋童者心神难安，或许她

触动了一些地下组织者的恋童
生意利益链。

很多人可能无法想象，地下
野蛮生长的恋童生意有多火
爆？近日，有网友举报称网络上
流传一则“江苏刘老师，媲美欣”
的儿童性侵系列视频。而就在
今天，新京报记者，曝光了一家
名为“西边的风”的网站。该网
站可谓一个恋童癖恋足癖的“地
下天堂”，靠流量生意，靠卖视频
等方式获利。也许因为生意够
好，又衍生出了童模、正太等分
支网站。如今，随着南京南站猥
亵女童事件的发酵，这些网站、
论坛正在被一家家关停。

有人站出来爆料猥亵女童，
却接到了明目张胆的死亡威胁，
也说明了一些恋童癖群体的猖
狂。这需要来自司法机关的有
力回击。

猥亵女童爆料者被威胁，司法要强力回击

□胡益铭

进入8月，“无现金”突然成了
社会热词。

7 月 31 日，支付宝宣布，从 8
月 1 日到 8 月 8 日，提高支付宝支
付的“奖励金”，消费2元以上可能
有4888元奖励。

同日，微信支付也宣布，从 8
月 1 日开始，持续 8 个月，微信支
付将以鼓励金、代金券和现金红
包等形式推动无现金支付。

本来是商业行为，但有商家
在活动中竟然拒绝现金交易。对
此，央行的态度是：不干涉市场推
广行为，但商户不收现金是万万
不行的。根据现行法律，拒绝人
民币交易违法。

不过，单从技术角度，我们真
的要进入“无现金”时代了吗？现
金真的可以丢掉吗？事实上，人
民币绝非现金二字可以概括。

货币是一个国家实力的象
征。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
实力的增强，人民币已经成为坚
挺的世界货币，世界各国的人们
正在关注人民币，购买、储藏人民
币。美国是当今最发达国家之
一，“无现金”技术也很先进，但是
为了维护经济大国的形象，美国
没有取消美元现钞，相反美元的
印制越来越多，越造越精致。

现金能加深人们的民族自豪
感。无论是公众还是政府，都将
货币视为一个重要的国家符号。
人民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名片，是我国历史上信誉最高、印
制最精美的货币。每一版人民币
上的内容都体现着不同时期人文
历史的发展，这样不仅能让人们
记住那些文化与历史上重要的人
物和事件，还能构建和加深他们
对国家的集体认同感、自豪感，激
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对年轻人具

有生动的教育意义。
现金促使人们更加合理消

费。研究表明，无现金消费无形
中促进人们的消费行为，而现金
消费能使人们在消费时更加谨
慎。相比简单的刷卡消费或者移
动支付消费，人们更吝啬于花费
现金。这样的感受我们每个人应
该都有。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现金消费不仅能教育年轻
人勤俭节约，养成节俭的习惯，还
能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美德。

现金有助于防止个人消费信
息泄露。在人们对个人信息泄露
变得越来越敏感的大环境下，人
们不愿意过多暴露自己的信息。
在“无现金”支付时，消费痕迹很
容易在互联网中被查找跟踪，暴
露了许多消费者不愿透露的个人
信息。而现金消费属于匿名消
费，消费结束消费信息随之消失，
有利于保护个人信息，避免个人

信息泄露。
现金是多数人的选择。截至

2016 年，中国大陆总人口 13 亿 8
千万人，60岁以上人口2亿3千万
人，占总人口的16.69%，乡村人口
有 5 亿 8 千万人，都无法使用“无
现金”支付，或者不愿意使用“无
现金”支付。现金支付在长期内
仍旧是他们的首选支付方式。近
年来，各类农业补贴虽然发放到
农民银行账户上，但是他们却更
愿意拿到现金，每当农业补贴发
放时，银行就排起了“长龙”。目
前中国7千多万的贫困人口，也更
愿意得到现金去购买生产生活资
料，借此摆脱贫困。

“无现金”支付固然有其便捷
的特点，但现金支付仍有无法比
拟的优势。在未来很长时间内，
现金不会消失，而是与“无现金”
支付并驾齐驱，共同发展。

（作者为平顶山银行员工）

“无现金时代”要丢掉现金吗？

9月，新入学的中小学生将使
用新版语文教科书，古诗文篇目将
大幅增加：小学6个年级12册共有
古 诗 文 132 篇 ，约 占 课 文 总 数
30%。与原有人教版教材比，增幅
达80%。语文教材古诗文大增，你
支持吗？

赞同：诵古诗文口齿留香

@Jerry廖cc：这是极好的。古
诗文背着简直口齿留香。

@苹果里的虫：对美的感知，
大多源于小时候背诵的古诗词。

@淘折扣优惠券君：确实有必
要，不会古诗词，连表白都那么苍
白，会了古诗词，表白就用：山有木
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多么
唯美。

@征虏天策大将军：试论证
“卧槽真美”与“落霞与孤鹜齐飞”的
区别。虽然背起来很难，但背出来
却很爽。中华文明的美睥睨群雄。

支持：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

@唐之韵丶宋之魂：诗词韵味
足，短短几十字就能叙事抒情。

@浅浅的樱霓海：中国古诗词
真的是瑰宝，多读诗词也有助于提
升孩子的语感和审美

@羊总之花菜炒蟹：对任何民
族而言，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永远
是最值得珍惜并最需要传承的！绝
对支持+必须支持

@抹污除秽：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根；古诗词既陶冶情操又提
高语文水平；小孩记忆力正好，费心
一时受用终生。

担忧：不要强迫背诵和考试

@_-解忧杂货店：希望“并背
诵全文”少点。

@丫丫 amee：千万别让孩子
们天天背古诗，还考试默写。古诗，
孩子们理解和欣赏才是重点。

@Cinderella 岁月静好：少点
生搬硬套的试卷套路，我是支持的。

@rainfly 都已经被用了：诗词
的美是要体会的，不要用一些标准
答案去毁三观。

建议：小学阶段不宜过多

@-倚天之外：高中阶段适当
增加，小学阶段不宜过多。

@落花残殇万年：你们小学没
有古诗手册吗？每个学期好像是
25首诗，小学时代的噩梦啊。

@元素_原子_源头：很不赞成
古诗入小学教材。1.古诗和成语都
是故事和意境的高度浓缩，像素
描。我们的语言应更丰富，更细节
描述，更写实、更像拍照。2.古诗都
是成人写的，大多脱离了小学生的
认知水平和常识。3.小学教材内容
更应该让孩子听得懂，做得到。

异议：不必赋予古文过多责任

@yiniandu：作为小学老师，觉
得量有点大。古诗文意境与当今时
代学生的生活相去甚远，增加些科
普类、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可能更
好。弘扬中华文化当然无可非议，
但时代毕竟在改变。

@静默成趣Quent：我希望能
多选入一些现代诗。现代诗的处境
特别不乐观，让中小学生光会背几
句古诗词，却连顾城、北岛、海子都
不知道，褒古贬今很尴尬。

@木慕雍：语文是什么，不只是
教人识字，更是教人明理。如果赋
予古文这么多责任，大大的不必。
现代人有现在的视角，试问古人知
道微博吗？知道分析方法论吗？如
果不知，何以评价、何以评析？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语文教材
古诗文大增
怎么学也是学问不管是实施猥亵还是

纵容猥亵的父母，都已触及
犯罪和监护资格的问题。

@微言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