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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那可望而不可即的高温津贴非常道

feichangdaoF
“感谢麻雀，让我生存，感谢麻雀，让

我吃饭。”

——有网友反映，哈尔滨麻雀装饰

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的一些做法十分变

态，开大会让员工磕头，并且大喊口号，

完全不考虑人的尊严，还美其名曰“企业

文化”。基层干活的工人也必须到场壮

声势，不去的每人罚款3000元。8月13

日，该公司负责人称，采取跪拜这种形式

是他们的企业文化，是员工自发的，用

“拜”的形式来表达对企业的爱。

“只要是人便可来，只要肯陪李××

睡觉，即可得到此职位。”

——日前，武汉一家大型网络论坛

惊曝当地一家企业大尺度招聘要求，引

发网友围观。“应该是离职员工恶意报复

公司。”马经理说，网帖中提到的“李XX”

是公司负责人，他猜测，有离职员工获取

了公司登录前程无忧网的用户名和密

码，并故意篡改了信息。

从心态上解剖“周克华”这个滴血标本

星 雨

８月 14 日 6 时 50

分，在公安部统一指

挥下，经过重庆等地

公安机关连续数日艰

苦奋战，犯下累累罪行的公安部Ａ级通

缉犯周克华在重庆沙坪坝区覃家港镇童

家桥村被公安民警击毙。至此，苏湘渝

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件成功告破。从８

月10日周克华最新作案，到８月14日被

毙杀的背后，是公安机关长达８年的不

懈追凶路。（本报今日03～08版）

对于这个杀人魔王的可耻下场，人

们无不拍手称快！

据之前的报道称，周克华在 30 岁之

前并未有“恶相”，相反是一个颇有孝心

的青年，而今的杀人凶顽形象，简直让他

们难以置信。

那么，在周克华人性蜕变之时，我们

的社会为何没有这种机制去调试？有人

会说这是天方夜谭，那么多人，能拥有那

么多资源去“调试”吗？这看起来是一道

无法求解的命题，其实不然。我们社会

完全应该最大化地布设一种机制去避免

其他人再走上同样的畸形人生路。这是

社会文明与人性底线所需，我们应在这

方面全面跟进。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

转型期，各种文化相互碰撞，多元价值共

存共生，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个人利益被

剥离感渐趋强烈，个人命运上行通途尚

未疏通，等等，导致一些人心理不适感越

来越显现为不满与郁结。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要社会人始终

保持一种“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任天外云卷云舒”的健康平和

的心理状态，谈何容易。那么，我们的社

会究竟该做些什么呢？我们不仅要从制

度体系的设置上，力求减缩社会不公的

所有存在空间，让每一个人都能据其所

具备的条件与环境，在一种健康良性的

社会环境中实现价值与上行流动。另

外，更为隐形的工作是，要制度性营造一

种健康的社会心态，影响更多人平和而

理性地理解社会和宽待人生。

世界潜能开发大师安东尼·罗宾曾

说，“心态是对跟自己有关事物所做的反

应，是发生在我们体内几百万条神经作用

的结果。在追求人生目标上，会有成功与

失败两种结果，差别就在于自己处于什么

样的心态上。”别认为这是价值与道德说

教，我们社会若过度强调价值的功利性，

势必放弃作为人的快乐与精神价值追

求。所以，在杀人凶顽周克华被毙之时，

我们是该及时反思，如何尽快让调适社会

心态步上健康之轨，已非一道虚拟命题。

周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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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24孝，内涵应大于形式
钱兆成

高温津贴发放一直是入

夏后的热点话题，近日，相关

机构对2793人进行的一项调

查显示，存在问题有“不发

放、用饮料等其他防暑物品

替代、不足额发放、延迟发

放”等。72.6%的受访者认为

有关高温津贴的规定落实得

不理想。（据8月14日《中国

青年报》）

由于绝大多数人都可望

而不可即，致使高温津贴制

度徒具观赏性，没能补偿在高温下工作的

劳动者，显然存在着制度性缺陷。从现实

情况来看，高温津贴发放不理想的主要原

因，是企业的执行力不够，没有认真履行发

放高温津贴的职责。而在《防暑降温措施

管理办法》中，也只规定企业应向员工发放

高温津贴，却没有相应的违规处罚措施，致

使责罚不对等。

高温津贴发放问题年年曝光，年年均

有整治行动，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此

次调查结果也不过是在旧调重弹，没有啥

新意。可见，指望媒体曝光或者一阵风式

的整治，只能起到短暂效果，却无力于斩草

除根，还是需要寻求制度性的完善。在制

定《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基

础上，还要尽快修订《劳动法》相关条款，将

高温保障条款列入，实现部门规定与国家

法律的对接，使其更具法律效力。同时，推

行集体维权和高额赔偿制度，以抬高企业

违规成本。江德斌/文 朱慧卿/图

伦敦奥运会在“伦敦碗”落下帷幕，

闭幕式上英国人请来了辣妹组合等歌手

玩起了“明星 KTV”。而对中国观众来

说，除了听“英国好声音”，还有一件事很

欢乐：听央视名嘴白岩松的暴强解说。

（据8月14日《现代快报》）

奥运会从来都没有这么诙谐幽默。

在这一点上，白岩松是勇敢的第一人。虽

然说“不辣阿姨”、“1英镑报酬要缴税吗”

等包袱，并没有郭德纲的相声与周立波的

海派清口搞笑，但是，白岩松毕竟带给了

我们一种更加接地气、更加人性化的奥运

解说。这是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的。在我

的印象中，无论是中小学运动会，还是全

运会、亚运会或奥运会，解说几乎都是一

样的激情四溢、慷慨激昂，这本身或许没

有什么错，可是，体育比赛却难免会失去

一些娱乐性。

我们再看一看BBC（英国广播公司）

在本届奥运会上的解说。“接下来是摩尔

多瓦共和国。这个国家……被夹在罗马

尼亚和乌克兰之间……就像个三明治的

馅一样。”“不丹——世界上最后一个接收

到电视信号的国家。”“冰岛——这次他们

那个……名字很长的火山没有爆发，所以

他们按时来到伦敦了。祝贺他们！”“你

知道，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上，哪个队包

揽了所有三块射箭金牌吗？因为那届奥

运会射箭只有英国参加了。哈哈！”……

看到这样的解说之后，我国传统的奥运解

说，简单成了一种煎熬。

白岩松释放了，网友们释放了。最根

本的，白岩松让奥运会和体育也释放了。

闭幕式上，没有开幕式上的压力——事实

上，体育从来都不应该背负上一个国家的

压力。

白岩松“吐槽”解说
是体育的一种释放

王传涛

“林丹”成为猪饲料商标：
《商标法》的尴尬何时了？

庾春云

8 月 13 日，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

全国老龄办、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共

同发布新版“24 孝”行动标准，其中包含教

父母学会上网、每周给父母打电话等。（据8

月14日《新京报》）

孝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道德观念之

一，孝文化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石，是

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重要道

德准则，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

然而传统二十四孝中糟粕过多，如鲁

迅所批判的“卧冰求鲤”、“老莱娱亲”、“郭

巨埋儿”等孝道故事不顾儿童的性命，将

“肉麻当作有趣”，“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

古人，教坏了后人”。

黑格尔曾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

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

的家庭孝敬。”敬老孝亲是中国孝文化的

精华。然而，由于“先天”教育的不足和

“后天”教育的缺陷，造成了当今社会孝文

化知识的缺乏。现在的年轻人，出生于

“421”家庭居多，他们享受最优越的物质

生活条件，受到家庭的溺爱和迁就，忽视

了“孝”知识的教育和孝行的训练。其次

是学校孝文化教育的缺失。中小学教育，

在高考制度“指挥棒”的作用下，以“高升

学率”为目标，只注重学生的学业成绩，忽

视了孝文化知识的教育，即便是基本的形

式也不明白所以。

综合上述分析，有必要结合时代特征

重新归纳出新时代的孝行标准。 但这样一

份新“24 孝”标准显然过于琐碎、冗余甚至

是一厢情愿，如带父母出席活动、定时和父

母联系、和父母拍照等等。这些琐碎的活

动完全可以归纳为常回家看看。再如教会

父母上网等更加缺乏普适性，毕竟有一些

地区缺乏此类硬件基础。看着这些重复啰

嗦的教条，笔者更加怀疑这些要求有生拉

硬拽的嫌疑，完全是为了达到 24 这个数字

上的要求。

一味地说教，完全有可能陷入教条主

义的窠臼之中。要使得孝能够成为一种理

念，而不是一些无用的教条，首先就不能让

孝成为一种单方面的、行政式的命令，更加

不能推卸政府的责任。

《礼记》有云，理想的大同社会应该是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

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作为针对人们基

本生活权利的社会保障制度，它不仅是维

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而且也体现着政

府的执政能力和价值取向。因此，社会保

障制度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而在其可

持续性发展中，政府起着无可替代的主导

作用。“使老有所终”的养老保险制度，是

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其建立、

发展与逐步完善始终与政府的作用密切

相关。

孝是一种文化，当人们询问文化是什

么的时候，首先要明白，文化其实体现在一

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对待自己所

处的自然环境。由此，可见孝需要互动性

而不需要机械的命令，孝更加需要一个能

够容纳孝的环境，这一切都离不开政府的

积极作为和有力保障。

早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前，中国代表

团的体育明星就开始被争相抢注，光是

刘翔就被抢注了 48 次。“叶诗文”被抢注

为内衣品牌，“林丹”商标早在 1997 年就

被一家四川公司注册到猪饲料类别。（据

8月14日《半岛晨报》）

近年来，“傍名人”商标注册，逐渐成

为个人或不少企业追逐的投资“宠儿”，

商标注册乱象丛生，名人姓名被恶搞抢

注之风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名人是公众

人物，姓名是他形象的代表，抢注明星名

字商标是一种侵权行为。不管他是奥运

英雄还是娱乐明星抑或是历史名人，他

们在人们心中一般是有固有的形象的。

然而，当你把这与商品连在一起，势必造

成一种精神上的损害，有的甚至还是人

格上的耻辱，比如：电影明星朱时茂的谐

音被抢注为猪饲料的商标“猪食茂”；刘

德华被注册成“瘤得化”药品商标；谢霆

锋被注册成药品“泻停封”；成龙被一家

企业注册成棺材商标……如今，奥运英雄

“叶诗文”被抢注为内衣品牌，“林丹”被

一家四川公司注册为猪饲料品牌。如此

乱象不仅给当事人带来无尽的困扰，也

彰显了《商标法》的尴尬困境，亟需法律

给予规范和破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