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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锤杀案：冷漠夺走留守少年，也吞噬他们的父母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湖南衡阳发生一起少年
锤杀父母案，13 岁的罗
某在杀害父母后潜逃。
很多人联想到上个月初
同样发生在湖南的另一
起少年杀害母亲的案件，
短短一个月内的两起凶
案，实在让人震惊。
　　不出意外，网友的
评论集中在讽刺“不满
14 岁”这个细节上。上
次杀害母亲的少年吴某
只有 12 岁，因为没到法
定年龄，没有受到制裁，
释放后的去留问题一度
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
他要重返学校时，引起
很多家长的恐慌和反对。
　　“我杀的不是别人，
是我妈”，“学校不可
能不让我上学吧”，吴
某天真而冷漠的两句话

让人感到不解和恐惧，
因此，我们也能理解公
众的担忧和希望他能伏
法的迫切心情。这次罗
某比他大了一岁，更接
近 14 岁，他的年龄注定
更加敏感。 
　　法律上，“14 岁”
这个一刀切的规定，确
实有值得探讨的一面。
但也要承认，是否有必
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等
话题，专业性很强，需
要有充分严谨的法理论
证，这需要专业领域的
探究，改变需要一步步
来。而对于社会来说，
我们更该追问的是，此
类事件为何一再发生？
究竟该如何做好事前的
预防？ 
　　13 岁的罗某，信息
还不够充分，但他在案

发后还去了网吧；12 岁
的吴某，是游戏成瘾者。
他是一名留守儿童，一
直由爷爷奶奶照顾，在
作文里写过“失去的爱
太多了”，流露出怨恨
父母的想法。 
　　这样零散的信息，
不一定能得出“少年上
网、玩游戏导致杀害父
母”这样的结论，但有
一点可以肯定：在缺失
父母之爱的时候，智能
手机和网吧，正好填补
了这个空白。 
　　我们需要评估这种
状况的普遍性。在城市，
父母和子女一起生活，
尽管也有父母为孩子沉
溺于游戏而苦恼，但由
于爱的陪伴仍在，这只
是一个“抢夺学习时间”
的问题；而在农村的广

大留守儿童家庭，父母
长期不在身边，或者儿
童的情感需求不能得到
满足，对游戏的沉迷，
就是另外一个性质的问
题。
　　过去很多年，媒体
反复报道留守儿童问题，
但多是宏观层面的关注。
大量的父母，本身并没
有意识到陪伴的不足会
带来什么后果。过去 20
年，中国经济社会飞速
发展，很多父母其实并
没有能力消化社会巨变
带来的心理影响，更没
有意识到这种巨变对下
一代意味着什么。
　　智能手机的普及，
表面上看是帮助了在外
打工的父母和子女的沟
通，但是即便是视频通
话，也不能真正代替陪

伴。甚至相反，在视频
结束之后，孩子会更加
无助和绝望。父母可能
满足于“已经和孩子视
频”，但是这种满足，
不但是自欺欺人式的，
本质上也是一种冷漠。
　　这种冷漠最终通过
少年吴某那两句话投射
了出来。他不是一个天
生的弑母恶魔，而是家
庭和社会教育的结果。
这一次，我们从 13 岁的
少年罗某身上，再次感
受到了这种冷漠。杀害
父母后，他去了网吧，
那里似乎是一个能够平
息他心情的地方。 
　　如果这种冷漠广泛
存在于乡村少年之中，
这样的悲剧就不会是个
例。

█张丰

　　近日，中国青年报
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
卷网，对 2004 名家长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70.3% 的受访家长表示家
委会给自己带来了一些
困扰。其中，52.5% 的受
访家长担心评优奖励等
机会更容易偏向家委会
的孩子；48.4% 的受访家
长指出家长之间相互攀
比，家委会变“名利场”；
26.4% 的家长认为，家委
会变成班级的义工，处
理各种琐碎事务。
　　家校矛盾频频爆发，
家校关系成为了一个教
育敏感点，而作为家校
关系沟通、协调者的家
委会也成为了争议点之
一。去年，杭州、上海
等地一些学校的家长委
员会竞选资料被上传到

网络，参选的家长纷纷
晒出了自己的名校学历
以及海归、高管履历，
更夸张的是，还有家长
声称可以“砸停茅台”。
一时间，家委会成为舆
论关注热点，牵动社会
的敏感神经。“精英”
家长们如此争先恐后，
并不纯粹出于公心，它
足以说明过半家长担心
评优奖励等机会更容易
偏向家委会的孩子，家
委会成为“名利场”，
并不是空穴来风。
　　2012 年《教育部关
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
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
出台，提出要把家长委
员会作为建设依法办学、
自主管理、民主监督、
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
度的重要内容。指导意

见明确了家长委员会参
与学校管理、参与教育
工作、沟通学校与家庭
的基本职责。诸如畅通
学校与家长的沟通，及
时评估学校政策和老师
的意见，引进校外教育
资源促进孩子成长、防
止校园欺凌等恶性事件
发生、统筹最专业的家
长资源为学校教育提供
补充等。因此，一直有
教育专家呼吁在治理校
园欺凌、缓解家校矛盾
时发挥家委会的作用。
但是现实是骨感的，如
果家长拼背景、比资源，
关心的只是自家孩子的
成绩、被老师关注程度，
能为孩子带来好处就支
持，反之就不闻不问，
那么，又如何希冀家委
会真正发挥作用呢？

　　更好地发挥家委会
的作用，让家委会回归
组建初衷，首先需要在
制度上明确家委会和学
校的权利和义务，遵守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
边界，既避免家委会和
学校对着干，也要避免
家委会成为学校的附庸，
成为给老师处理琐碎事
情的“打杂会”“义工
队”，被学校指挥着干。
应该优化家委会成员的
产生方式，引导家委会
选举更多关注家长的理
念、学识、德行、心态，
而不是身份、财富、权力、
资源，避免家委会成为
比拼资源的角力场、“权
贵圈”。也可以学习国
外的做法，向全社会开
放，而不仅仅是在校学
生家长的参与。家委会

作为一个民间志愿组织
存在，任何热心市民都
可以参与到服务学生成
长的队伍中来。这样也
就可以化解家委会功利
性过强的问题。
　　同时，家长也要秉
持科学的教育理念，抛
弃过重的功利心、势利
心，要有更高的格局，
站在服务所有孩子成长
的角度对待家委会。否
则，抱着一种为自己家
孩子“争宠”的心态参
与家委会，必然会刺激
家长间不理性的竞争以
及孩子之间的不公平竞
争，破坏教育生态，给
脆弱而敏感的家校关系
火上浇油。

█杨三喜

少点功利心让家委会回归初衷

上头条，找华早

　　辛酸联手甜蜜，失
败结伴成功，清醒与迷
惘一道，站在时光的节
点，像站在大地上一样，
辞去旧岁，迎来新年，
凝望未来，期待永恒的
生长，迸发新的力量，
让我们的生活，奏响华
丽的乐章。
　　相对于未来，逝去
不远的过往，是活力的
不竭土壤。
　　这过往的一年，世
界经济格局发生着巨变，
源自北美洲的贸易保护
振动，绝非一只蝴蝶展
开翅羽，当然在全球引
起轩然大波，若非内力
深厚，根深叶茂，必然

折戟沉沙，四散漂零。
　　过去的一年，终于
让人们明白，融入与合
作乃至于顺应，是最低
成本的多赢选择，对抗
改变乃至于另起炉灶，
种种超越现实的理想主
义冲动，绝非首选。
　　过去的一年，几桩
涉及基本人权的国际事
件，触动国人敏感神经。
人们虽然难得窥其全貌，
但暴发出的爱国情愫，
也让世界为之侧目，尤
其难得的是，这一切的
暴发，因当事方及智者
们的思考，最终超越民
粹，再一次证明，越开
放，越理性。任何的真

相，源于透明。民众素
质的提升，在于锤炼。
而锤炼民众的最佳途径，
在于信息的全方位传播。
这是有责任感的媒体，
天赋的权利，永远的义
务，不懈的方向。
　　这过去的一年，有
冤狱昭彰的法治之光，
也有惨无人道的暴力阴
霾。有脱贫群众的欢欣
鼓舞，也有困难企业的
哀哀鸣告。有经济运行
的宏观趋稳，也有微观
数据下滑的隐忧。只有
耕种，才能体味土地的
博大，才能感知大地的
强劲脉搏，才能领悟，
所有的真理，都很朴实，

所有的美丽，最重真实。
　　让我们弯下腰去，
深深扎根，努力生长。
一切的生长，源于凋零，
一切的重生，源于涅槃。
人类文明的成长，就是
不断地穿越城堡，不断
地穿越河流，不断地穿
越暗夜。
　　如期而至的寒流，
把我们送进未来的日子。
接下来的时光，不一定
马上就是风和日丽，不
一定马上就是春暖花开，
不管多么寒冷，惶恐和
迷惑，甚至逃避，绝非
应有的选项。一旦拿起
了刀剑，无论站立还是
倒下，都只有一个方向。

　　谁都在内心呐喊，
放弃了理想，就是万古
长夜。人们都在相互鼓
励，只要坚守初心，长
久凝望，不管多么寒冷，
都适宜生长。
　　让我们在生长中百
花齐放，在生生不息中
绽放理想。
　　让我们站立在高高
的山岗，永远凝望那理
想之光。
　　让我们相互激励，
共同凝望，定能穿越黑
暗的城堡，将漫漫前路
照亮。（█李克炎 作者
系华夏早报社社长，潇
湘晨报原执行总编辑、
长江商报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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