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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亮

“人在外遇到困难是难免的，本店
免费提供晚餐，不求回报，只希望在你
有能力的时候再去帮助他人。提示：只
要告诉店员要套餐 A，找地方吃，吃完
直接走就行。”近日，位于朝阳区霄云路
一家餐馆贴在门口的通告引发关注，

《暗号：套餐A！》在网络刷屏，有网友称
这是冬日里的温暖，也有人担心店主被
吃穷。

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以及我国社
会保障制度和救治制度的完善，真正困
难到连一餐饭都解决不了的人，的确越
来越少。但谁也保不齐会暂时遇到困
难，被一分钱难倒的“英雄汉”不在少
数。事实证明，把老板吃穷也是不可能

的，告示贴出去两个月，套餐 A 只送出
去一份。“真的很困难、很需要帮助的
人，其实也不是那么多，有的可能也不
好意思。”

中国人一向讲面子，在一定程度上
面子就是尊严的代称。不吃嗟来之食，
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些典故都显示尊严
的重要性。不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没有人会放下面子去饭馆吃免费饭，毕
竟难过“要饭”的心理关，更难以接受有
些人并不友好的旁观和冷眼。

社会不缺好心人，慈善救助机制也
越来越健全。但好事办不好，也会让急
需接受救助而又羞于接受救助的人感
到面子上过不去。前些年，有的高校为
了照顾家庭困难的学生推出贫困生专
用窗口，并将贫困生名单张贴公示；也

曾有一些餐饮商家，推出免费餐是为了
博慈善的虚名，遇到领取免费餐的就照
相合影，照片四处散发。

最好的策略，莫过于让受助者既能
填饱肚子，又不伤尊严。据了解，免费
套餐 A 是一份平时售价 22 元的牛肉
面，并不是单做的“施舍”食品。比这碗
面更让网友感动的，是店主赠送套餐的
方式，充分考虑到了求助者的面子。不
用告诉店家你是谁，到底遇到了什么困
难，究竟困难到什么地步，店家也不会
有其他要求，只需一个“暗号”，面就端
上来了，面子也留住了。不在遇到困难
的人面前刷存在感，是友善的表现，是
文明的体现。

小公益暗含大情怀，微帮助足以暖
社会。一个贴心的方式，会让人感受到

社会的关爱，重拾信心、战胜困难。正
如店家所说，套餐 A 不收钱，此举也不
求回报，而是希望善心能够传递，去帮
助那些“曾经的自己”。令人动容的是，
告示贴出之后，想要捐赠A套餐的人多
了起来，有的顾客想要额外多付钱，也
有路过的人推门而入，点名捐赠一份套
餐 A。“勿以善小而不为”，套餐 A 虽是

“隐形资助”，带动的却是看得见的善良
和温暖。

当然，需要微帮助的，不只是陷入
困难、面临窘境之人，因此，提供微帮助
的人，也不会仅限于餐馆店主。据报
道，在这个寒冬，有越来越多的商家主
动为清洁工、快递小哥提供取暖的地
方，并免费提供热水。身暖了，心暖了，
城市也就更有温度。

暗号“套餐A”，暗含的是尊重

□丰收

据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通报，
经组织力量全力搜寻，12月8日凌晨
5时许，擅自进入黔西县素朴镇水西
洞的15名户外活动爱好者已全部找
到，人员身体状况正常。目前，有关
后续工作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从当地官方通报来看，这 15 名
户外活动爱好者于 12月 5日进入未
开发的溶洞，8 日凌晨被找到，在溶
洞里大概待了3天时间，能确保安全
和身体正常实属幸运。因为未开发
的溶洞严重缺乏安全保障，当地在
洞口安装铁门上锁并立有警示牌，
也是基于安全考虑。

值得关注的是，溶洞里的景观有
没有被破坏？溶洞的形成是石灰岩
地区地下水长期溶蚀的结果，经过无
数年才形成钟乳石、石笋等景观。近
年来，多地曾发生溶洞景观被人为破
坏之事，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此次
15人擅自进入未开发的黔西县素朴

镇水西洞，是否破坏了溶洞景观，当
地应对此进行调查评估。

这一事件还暴露出多个问题。
比如，作为户外活动爱好者，其活动
范围究竟有没有“度”？虽然户外活
动或者户外探险的意义不只是运
动，还能培养人的勇气、探索精神和
生存能力，但也不能无视尺度和规
则。上述溶洞上锁，保护的是公共
资源，任何人也不能随意撬锁进
入。既然这 15 人撬锁进入溶洞，就
是野蛮侵犯公共资源，是否触犯现
有法律法规，是否需承担相应的责
任，有关部门应依法作出调查认定。

对于未开发的公共旅游资源该
如何保护，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007 年 9 月，原国家旅游局制定的

《旅游资源保护暂行办法》规定，严
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未经开发的旅
游资源区域开展旅游经营活动，开
展体育运动、探险等非营利活动应
提前报告备案。如果探险等活动进
入未开发区域前未报告备案，该怎

么办？《旅游资源保护暂行办法》只
规定“对于破坏旅游资源的行为，由
资源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行
为主体予以教育、批评、责令其停止
违法行为，并根据法律、法规，协同有
关部门做出相应处罚”，可见要让未
开发区域免遭“破坏性进入”，还需更
有力的保护措施。另外，国内部分景
区已立法规定实施有偿搜救，如《峨
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

《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
法》都有类似规定，但游客擅自进入
未开发区域产生的搜救成本，该由谁
来买单，尚缺乏明确的规定。

上述撬锁进入未开发溶洞事件，
给我们带来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即便目前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但户外
活动爱好者撬锁进入未开发溶洞有
些野蛮，既不文明也不道德，不但应
予批评谴责，还应依法依规进行处
罚。只有如此，无论是旅游还是探险
或是户外活动，才能有基本的“度”，
超越尺度的行为就该付出相应代价。

“撬锁进入未开发溶洞”暴露出多少问题

记者从山西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局紧紧围绕“绿色化、减量化和可循环”目标要求，大
力推动邮件快件绿色包装，带动行业绿色发展。截至目前，全省快递行业45毫米以下“瘦身胶带”封装
比例达94%，电商快递不再二次包装率达93%，可循环中转袋使用率达91%，全省邮政快递网点废弃物
回收装置设置实现100%。新华社发 勾建山 作

绿色包装

□郑桂灵

“我想进行尝试，我就是想错一错”！
武汉中学高二（2）班学生小嘉（化名）在调
查表中这样呼吁。在该校进行的一项关于
学生是否“听话”的调查中，超过五成家长
认为孩子“不听话”，但超过七成孩子认为
自己“听话”，家长和孩子在亲子沟通的有
效性上出现了较大偏差。学生们普遍“吐
槽”的是，家长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强加到他
们身上，却忽略了他们是有思想的独立个
体，学生们呼吁：“请给我们试错权！”

学生与家长在认知、沟通上的矛盾和
差异普遍存在，今年因疫情防控的特殊原
因而导致学生长时间居家学习，让这种亲
子冲突愈加凸显。

应该说，孩子们索要的所谓“试错权”，
其涵义不应当是“明知是错误的，还要知错
犯错、一意孤行”，而应该是“未知或不确定
是否错误前提下的愿意尝试”。透过孩子
们在问卷上的袒露心迹，人们可以读懂其背
后的真意与诉求。比如，“父母与孩子有各
自立场，父母也许是对的，但孩子的想法也
不一定是错的”；“我们有个人的想法，想去
尝试”；“我们学到的东西和世界观与父母有
差异，但要求同存异，尊重差异，也要换位思
考”等。由此不难看出，孩子们并非是不听
从父母的建议，而是期望能通过实践来证明
其对错，不愿意俯首听命地全盘接受。

基于“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的道
理，家长以自己的成长阅历、人生经验和实
践感悟教育孩子，引导其少犯错误、少走弯
路，这本身没有错，而且这种良苦用心可以
理解。但是，爱心善意还要辅以正确、科学
的表达方式，否则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

亲子教育要建立在对孩子人格尊重、
推心置腹和平等对话基础之上，要赋予孩
子表达意愿的话语权、敢于一试的自主权、
知错就改的试错权，摒弃“孩子是我生、一
切听我的”及“都是为你好、别当白眼狼”的
家长制作风和一言堂做派。

当然，鉴于孩子阅历短缺和认知局限，
家长对孩子言行的引领、提醒和矫正不可
或缺。家长要在孩子能承担结果的范围内
信任孩子，把所谓的“试错权”限定于可预
期和能控制的范围之内——既要防止孩子
的行为造成对他人的不便或损及他人的权
益，也要规避孩子的行为影响本身健康或
危及自己、其他人的安全。

在看着孩子“撞南墙”的时候，家长可
以默默地做好保护措施，并为孩子的可能失
败做好心理铺垫。家长要善于做倾听孩子
心声的“大耳朵”和少些埋怨絮叨的“小嘴
巴”，以深度共情、人格尊重的姿态拉近亲子
感情，走进孩子心中，让孩子在亲情交融和
潜移默化中亲近家长、接受指导。

读懂孩子索要
“试错权”的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