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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澎湃

重阳节到了，如何关爱老年
人再次成为热议话题。今天，中
国消费者协会发布老年消费提
示：购药要选正规渠道，保健食品
认准蓝帽；警惕低价旅游陷阱，小
心投资理财圈套；远离非法会议
营销，防范各种电信诈骗；消费之
前做足功课，遇到纠纷理性维权。

这些提示很简练，说来却是
话长。近些年来，老人被坑早已
不是一件新鲜事。近期，北京、广
东、河南等多地出现了借“以房养
老”概念，进行非法集资或者转移
老年人房产的案件，不光老人的
收益和本金得不到归还，连自己
的房子也被强制过户，最终钱房
两空。

至于日常生活中陷入低价游
陷阱，被所谓的保健食品忽悠，乃
至各种电信诈骗等，更是不一而
足。老人几乎成了各种骗局最容
易撒网的对象，这种现象，最让人
心意难平。

是的，一些老年人有贪图小
便宜的心理；各种外部信息相对
也较少、较闭塞；不少人还存在孤
独感，需要陪伴。而丰富的人生
经验，往往不是增强了老人的理
性，反而让他们变得格外执拗。
这些都让设局的骗子有空子可
钻。从以往一些案例看，一些被
骗的老人到最后也不认为自己上
当，让人又气又笑。

然而，仅仅“怒其不争”并不
能解决问题。当下，中国60岁及
以 上 人 口 超 过 2.6 亿 ，占 比

18.70%，已经进入老年社会，是时
候把保护老年人权益、打击坑老
陷阱作为“银发社会”重要的议题
了。

提醒老人提高警惕，看好自
己的“钱袋子”，当然很重要，但还
远远不够。很多被骗走“棺材本”
的老年人，并不是不爱惜自己的
钱财，恰恰是考虑到养老等问题，
才给了骗子机会。因此，有关方
面也应该更积极、更主动、更敏锐
地加强投资消费方面的监管，完
善各种保障措施，避免出现“骗子
跑了、老人钱没了”的最坏结局。

以“以房养老”为例，这个宣
传套路出现已经有一段时间。按
说应该被及时关注，有关部门及
时介入调查、摸清底数，并采取治
理和防范措施。然而，还是有众

多老人被骗，中消协提及，据不完
全统计，仅北京地区陷入涉房理
财陷阱的房主就超 3000人，且大
都为老年人。

制度化保障老人的合法权益
不被侵害，制定相应的预防、打
击、善后政策，十分必要。一是要
重预防，各种反诈防骗宣传要更
普及，对苗头问题要重视；二是要
重打击，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或消
费陷阱，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三要有善后机制，最大可能地减
少损失，避免激化社会纠纷和矛
盾。

唯有填平坑老陷阱，斩断黑
色利益链条，才能给天下老人一
个幸福安康的晚年。当然，这不
只是监管部门的事，也是家庭之
事、社会之事。

用“天下无骗”为老人护航

文┃雨来

这几天，福建莆田秀屿区的
一起杀人案备受舆论关注，究其
原因，在于事发伊始，一些网友的
拼凑性信息和媒体初介入的局部
性报道，给公众留下一种印象：犯
罪嫌疑人欧某中在自家住宅地拆
旧建新，但屡遭邻居阻挠，他向当
地政府及全国知名媒体多次反
映，但至今无果，一家人被迫栖身
于铁皮房长达五六年，此次恶性
事件实乃嫌疑人忍无可忍，不得
已而为之。

还有网友以欧某中曾下海救
人，也救过搁浅海豚为例，力证欧
某中是个好人、老实人，实乃老实
人易被人欺，舆论应为之鼓与呼，
为之请命。

一个刑案的因果链条，应起
始并终止于合理的时间区间，即
使受害人有过错，也只能追究发
生在此区间内的过错，如果追根
溯源，将很多与刑案并无直接相
关的事件纳入进来，就会无限拉
长因果链条，将事件复杂化。

因此，此事的因果链条只是
一场邻里纠纷升级的凶案，具体
而言，是欧某中家的棚顶铁皮被
风吹至被害人家菜地，双方因此
发生口角进而冲突升级。凶案造
成两人死亡，三人受伤，其中一名
伤者还是 10岁的孩子，嫌疑人欧
某中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原谅。

但是，舆论不但要原谅他，还
企图将他美化成一个不畏欺凌，
寻求公权无门遂通过私力救济，
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英雄”。这
几乎是张扣扣的翻版。

公众秉持这种朴素、原始的
道德情感，说明我国法治建设任
重道远。法治建设的成果，不仅
表现为政府守法、司法机关严格
执法，还表现为民众知法、依法，
整体法律素质不断提升。

公众对一件事发表看法，乃至
形成舆论，应该有一个“事实-价
值”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先搞
明白事情真相，然后再 发 表 看
法。但在现实中，不少人习惯以
固有的认知先入为主，对事件本
身的了解不深入、不认真，形成似

是而非的认识，进而用固有的习
惯认知输出观点。

张扣扣事件，舆论已栽倒了
一次。司法机关当初认定的事
实，在张扣扣案发后经更高级别
司法机关调查，依然认定无误。
然而，张家固执己见，无视邻居王
家混得最好的也无非是镇政府办
公室主任，根本无力扭转司法方
向，也无力左右街坊邻居作证的
自由，这是他们认知的悲哀。遗
憾的是，不少人无视司法认定的
事实，唯心地塑造张扣扣反抗欺
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形象。
这种认知形成舆论，无疑戕害了
公平正义和公共利益。

公众为什么会有这种认知？
是因为他们有意无意将社会中极
少数的不公事件，或将平时遇到
的行政部门懒政、不作为也视为
不公，不断强化这种不公认知，并
将这种认知扩大到一般事件。

就莆田这起事件而言，据媒
体最新报道，嫌疑人旧宅新建涉
及三家邻居利益，且三家均是利
益受损一方，经村干部多次调解

达成协议后，其中一个协议因欧
某中自己违反，另两个协议因欧
某中之妻反对而陷入僵局。

农村的土地纠纷，不少涉及
历史遗留问题。而协调纠纷，又
非常考验村干部的能力，因为不
少农民认死理，反反复复，最终只
好悬而不决。

但是，就一个刑案而言，这些
事实充其量只是一个背景，并非
案中的事实。公众要明确区分背
景事实与刑案事实，背景谁是谁
非不能影响刑案事实，不能将背
景事实带入刑案，为嫌疑人的行
为寻找合理性。

当然，基层政府也会存在一
些不作为的现象，但公众对懒政
的讨伐，与对一个刑案的评价，是
两码事，前者并不能消解后者的
非正义性。法治社会，一个人不
能通过杀人实现正义。公众要学
会尊重事实，相信司法程序以看
得见的方式还原事实真相，接受
司法认定的事实，而不能靠固有
的习惯认知扭曲事实，以内心的
朴素道德给一个事件定性。

美化杀人嫌犯是对法治的戕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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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理工大学的113台大
型科研仪器日前签约投保。
保险期间，这些大型科研仪器
因开放共享使用中意外事故、
突发性、不可抗拒等因素造成
的损失，部分维修费用将由保
险公司承担。这是浙江首次
以“政府+平台+保险”服务模
式来保障大型科研仪器设备
向社会开放。

据了解，113台大型科研
仪器为入网浙江省大型科研
仪器开放共享平台的仪器，安
装物联网传感器且运行状况
较好，总价值8794万元，保费

近 10 万元，单台仪器最高保
额为8万元。

业内人士表示，在开展共
享服务过程中，很多创新载体
担心仪器在使用中受到损坏，
难以定责、担责、追责，致使

“共享成了摆设，平台留在网
上”的问题比较突出。

“我们希望通过校企联
手，借助保险杠杆作用，加强
大型科研仪器的管理，提升大
型科研仪器使用效率。”浙江
理工大学资产与实验室管理
处处长何邦进说。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给科研仪器“上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