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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来

贾浅浅入选中国作协会员发展名单，引起争
议。争议的原因，是贾浅浅曾有屎尿屁的诗在网
上流传，公众质疑她的专业能力，更质疑她进作
协有父亲贾平凹的作用。

这些年，公众尤其厌恶凭借父辈势力抢占资
源的人。贾平凹的名头大，贾浅浅的诗又污，公
众怀疑父亲荫护女儿，很正常。

不过，贾浅浅能否成为作协认证的作家，根
本还是规则问题，父亲贾平凹不能成为她的“原
罪”。根据规定，申请加入作协，须在全国公开发
行的文学期刊、报纸或有影响力的文学网站上发
表过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文学作品，提出申请后，
经专家评议、主席团审批，即可加入作协。

贾浅浅是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曾有数本
诗集出版，出版单位不乏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的
大社，完全满足加入作协的作品条件。至于父亲
的作用，只要贾平凹不是评议专家和主席团成员，
在程序上做到避疑，贾浅浅进入作协没啥问题。

那么，公众质疑她什么呢？显然，是她关于
屎尿屁的几首诗，给公众造成了水平差的刻板印
象。

平心而论，她这几首诗，很难说是诗，也很难
说不是诗。现代诗歌，打破了平仄的韵律，很难
被定义。而且现代诗歌越来越像现代艺术，我等
凡人根本欣赏不了。法国艺术家杜尚送一个小
便池参加展览，都能成为现代艺术史上的里程碑
事件，那么中国文坛也应包容屎尿屁的存在。退
一步说，即使贾浅浅的屎尿屁诗差到连屁都不
是，但这并非她的代表作品，也就代表不了她的
真实水平。

专家评议一个人是否有能力进入作协，是个
严肃的问题，但公众往往对感性、表面的话题感
兴趣，两者不在一个频道。专家不会因为贾浅浅
的屎尿屁诗而批准她进入作协，公众也很难有兴
趣读完她的全部诗集。真正的贾浅浅，公众并不
了解。

从目前公开的信息看，贾浅浅符合加入作协
的条件。她能否成为作家，就看中国作协了。

贾浅浅不能进作协吗？

⊙懂得

上海一女子看电影时遇到“熊孩子”，座
椅多次被后排的小孩踢，与小孩家人交涉
后，小孩父亲竟然脚踹座椅靠背，致女子“眼
冒金星”，回家后出现暂时性昏迷。8 月 26
日凌晨，上海松江警方发布警情通报，肇事
人甘某某被行政拘留。

不少人都遇到过在公共场所被“熊孩
子”打扰却劝阻无效的情况。有一次坐火车
卧铺，半夜被“熊孩子”闹得睡不着，家长不
停地哄，孩子却不断提要求。我实在忍不
住，告诉家长，要让孩子知道其他人在休息，
不能打扰，没想到把家长惹毛了：“他是孩子
懂什么？你一个大人怎么和孩子斤斤计
较？”满车厢的人只好听了孩子一夜的哭闹。

其实，很多人对“熊孩子”是包容的，并
非斤斤计较，只不过是想让家长教育孩子，
但家长的态度往往让事态恶化。在这个新
闻中，当事女子的维权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求助影院工作人员、保留证据、报警，甚至后
来的义正词严，都很有章法。她勇敢地拿起
法律武器，而且拒绝和解。她不要对方道
歉，也不要对方赔偿医药费，就要他被行政
拘留。这一诉求合情合理合法，甘某某最终
被行拘，既抚慰了当事人，也是他自食其
果。这也提醒我们，对“熊孩子”及其“熊家
长”，绝不能姑息，必须让其付出代价，长长
记性。

“熊家长”们或许“护犊心切”，但一味袒
护孩子不仅失去了一次教育孩子的机会，也
是对他人缺乏共情，对法律缺乏敬畏。这样
的“言传身教”长此以往，只会让孩子成为巨
婴，“你不教育孩子，社会就替你教育”。孩
子长大后，如果依然“熊”下去，要么摔得鼻
青脸肿，要么酿成恶果，到时悔之晚矣！

在道德范围内，希望有“熊趋势”的家
长，要反省自律。如果违反了相关法律，自
然有公权力对你不客气，上海这个“熊家长”
就是明证！

“熊孩子”往往有“熊家长”

⊙汐汐

一把芹菜引来了国务院调查组。近日，
“卖5斤（1斤=500克）芹菜被罚6.6万元”冲上
热搜。据央视报道，去年10月，陕西榆林个体
户罗某夫妇购进了7斤芹菜用于销售，其中两
斤被市场监管部门抽样调查，另外5斤卖了20
元。一个月后，因芹菜抽检不合格、进货票据
遗失，罗某夫妇涉嫌经营超过食品安全标准
限量食品等，被罚款6.6万元。

高达 3300 倍的“天价罚款”，让店主伤不
起，让公众意难平。从种种迹象看，事件情节
轻微，不存在主观故意，也未造成严重危害，
如此顶格处理，连当地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都
承认“过罚不当”。更令人惊讶的是，此事反
映到“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才引起关注，
不由感叹，个体户这样的小微商户，维权何其
难！

更可怕的是，在榆林当地，这样“小过重
罚”2021 年以来已有 21 起。“一瓶芥末油罚
5000元”“4板酸奶罚2万元”……执法人员任
性执法，小生意人似乎成了他们“创收”的来
源。

近几年，不时有超出正常认知的任性罚
款。河北霸州给企业摊派罚款，连国务院都
看不下去了；山东成武给货车司机办理罚款

“月票”，也叫人叹为观止。数据显示，去年全
国有 80 个城市的罚没收入增长占比超过
72%，青岛第一，罚没收入 43 亿元，比前一年
涨了127%。“大开罚戒”“执罚经济”，网友的嘲
讽，既说明了这些执法部门的任性，也说明经
营者维权的无奈。

近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
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各
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坚决避免乱罚款，严格禁
止以罚款进行创收，严格禁止以罚款数额进
行排名或者作为绩效考核的指标。

希望以“芹菜案”为契机，执法部门深刻
领会行政法的基本精神，恪守比例原则，过罚
相当，敬畏法律，理解每一个经营者。

“执法创收”不可为

即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议审议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草案三次审议稿拟规定，对从
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
罪的人员，可以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记入信用记录，并采取相
应的惩戒措施。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发言人杨合庆表示，草
案三审稿充分吸收公众意见，
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
人员的惩戒力度。比如，进一
步加大对尚不构成犯罪人员的
行政处罚力度；进一步明确电
信网络诈骗分子除依法承担刑
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外，造成他
人损害的，还应当依法承担民
事责任等。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电信诈骗者
记入信用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