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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来

一件小事成了新闻。
前天，一位老人带孙子走

到光明路小学附近，孩子突然
要大便，就拉在了路边。接下
来的画风，与我们见过的很多
不一样。老人没有带孩子一走
了之，而是掏纸清理地面，纸不
够，又打电话叫孩子妈妈冒雨
来送。其间，他护着脏物，提醒
路人莫踩，而且拒绝了别人的
帮助。直到孩子妈妈赶到，两
人用了半卷纸把地面擦拭干
净，才安然离去。

古 人 云 ：莫 以 善 小 而 不

为。雨中的这家人，闪烁着道
德的光辉。

这件市井小事还有两个细
节值得注意：一是老人拒绝了
别人的帮助，说明他不愿意麻
烦别人，这也是一种美德；二是
孩子妈妈冒雨来送纸，说明这
一家素来就是有德之家。

我们常说孩子的教育，总
为孩子成绩不好而焦虑。其
实，孩子最好的老师在家里，最
容易模仿和学习的老师也在家
里。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成绩
和分数，而是如何做人，所谓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首要是
“传道”。一个在良好品行的家

庭氛围里熏陶长大的孩子，安
能不成才、不成器，不成为一个
彬彬有礼的翩翩君子？

然而，这件事之所以成为
新闻，又颇令人沮丧，因为它照
出了很多人的“小”来。

我举一例。双丰商城地下
超市有个出口，台阶较缓，中间
有个平台。有一次，我看见一
个三四岁的女孩在平台上小
便，妈妈站在几米外，似乎刻
意保持距离。妈妈的脸上能
看出有几分不安，但她又分明
保持一种茫然无辜的表情，似
乎这事儿与她无关。孩子小
便完，妈妈带她迅速离去，空

留干净的平台上，一大摊液体
在流淌。

人有三急，何况孩子！但
孩子的行为，往往映照大人的
修养。几米远就是室外，妈妈
完全可以带孩子到室外小便。
这并非一个多么艰难的选择。

我没有把这位妈妈完全否
定掉的意思，因为善念和恶念
有时就在一瞬间，两者往往共
存于一人之身。对这位妈妈来
说，道德就在几米外，她只是闪
念之间作出了错误的选择。这
种临时性错误，是因为她缺乏
一个良好的习惯，没有让善念
时时占上风。善念和良好的习

惯，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
重庆 22 路公交车的悲剧，

国人尽知。据媒体报道，那个
与司机纠缠打骂的女乘客，平
时为人很和气。她不是一个脸
谱化的坏人，只是刹那间恶念
占了上风。她也许不知道那是
犯罪，但这种恶念，酿成了一车
人的悲剧和无数人的唏嘘。

莫以善小而不为，意在要
求处处留德，养成习惯。善念
与恶念虽然共存，但善多了，恶
就少了。善念成了习惯，就是
一个人的修养，就会处处留下
善行。

（相关报道见昨天A5版）

践行善念，化为修养

□魏英杰

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党
组召开会议，要坚决防止将经
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
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
让民营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
投资、安心经营，让财产更加安
全，让权利更有保障。

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
处理，这并非第一次提出。最
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充分发挥

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
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
等文件中都有明确规定。具体
来讲，就是防止利用刑事手段
干预经济纠纷。企业家的生产
经营活动，只要不违反刑事法
律规定的，不得以犯罪论处；对
非法经营罪、合同诈骗罪，严格
其构成要件，不能随意扩大适
用法律。

在中央刚召开民营企业座
谈会的大背景下，最高人民法

院这次会议更别有意味，让人
有更深的认识。

改革开放 40 年来，民营经
济的点滴进步，其实都与法规
政策的放宽不无相关。换句话
说，就是形形色色的束缚民营
经济发展的法规禁令从放宽到
解禁乃至于废除的过程。

当下，比较突出的问题已
经不是法律法规滞后于经济社
会发展，而在于适用法律错误，
或者刑事手段的滥用。明明是

可以由市场主体协商解决的，
或者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的，结
果却被随意套用相关法律，造
成经济纠纷犯罪化。比较典型
的案例包括健力宝改制风波、
最近刚被改判无罪的物美超市
创始人张文中案等。从这些案
子可以看出，其背后往往有着
公权力干预介入的情形。在一
些事例中，更有政府官员直接
插手干预，生搬硬套适用法律
的问题。

要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
罪处理，关键就在于慎用公权
力。能交由市场解决的，公权
力要遏制介入的冲动，尤其要
防止发生经济纠纷的一方勾结
公权力打压另一方，或者政府
部门和官员基于既得利益，强
行套用法规，将经济纠纷犯罪
化，借此牟取私利，损害市场的
正常运行。

民营企业所求无他，唯公
平、公正而已。

慎用公权力，善待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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