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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人被讹，对讹人者提高处罚成本势在必行
　　3 月 9 日，浙江嘉兴
一学生好心扶起摔倒的
大妈，结果大妈倒打一
耙表示，“不是你撞的，
你怎么会扶我？”随后，
交警通过对现场进行勘
察发现没有碰撞的痕迹，
通过查看监控发现：田
大妈是自己驾驶电动自
行车摔倒的，而学生汪
某确实是出于好心扶起
她。（3 月 14 日 看看新闻）
　　一句“不是你撞的
怎么会扶！”让人看了
不免寒心。一名中学生
明明去扶摔倒的大妈，
却被大妈一口咬定为撞
人者。幸好，事发路口
有监控摄像帮中学生证
明清白。否则，又将会

成为难辨真假的争吵，
也会再次引来扶与不扶
的大讨论。
　　别人摔倒了，究竟
扶与不扶，这本应该没
有争议。但是，随着好
心扶人反被讹的事情发
生，导致“扶人”的成
本太高，也让到底扶不
扶屡屡成为舆论场争议
的焦点。具体到这次事
情，明明是出于好心扶
人，却被反咬一口，对
于这名学生来说，必定
会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
　　我们经常讨论人摔
倒了要不要扶，其实本
质上来说，并不是我们
对扶不扶有疑问，而是
在扶不扶之前，我们应

该如何做一个可以保全
自己的好心人。并不是
社会变冷漠了，也不是
人们的基本价值观产生
了问题。只是，需要保
护好个人的基本利益，
才能够保证善意能够得
到延续。倘若，扶人不
仅仅没有获得他人的肯
定，反而可能给自己带
来不小的经济损失和精
神压力，这当然不适合
构建和谐社会。所以，
在扶人之前，一直都倡
导拍照来留证据，以免
自己落入有口难辩的尴
尬地步。但是，这种要
求扶人者先进行拍照取
证的方式，依旧让人觉
得不妥。毕竟，做好人

好事都需要如此谨小慎
微，这并不符合正常逻
辑。
　　对于摔倒扶不扶的
问题，除了要考虑扶人
者以外，还应该从讹人
者身上寻找问题。虽然，
在很多情况下，摔倒的
人未必真正知道是谁撞
的自己。但是，这也并
不代表，他们可以通过
主观意识来认为谁导致
了自己的摔倒。如果讹
成功了，可以得到赔偿，
但即便失败了，也不需
要承担任何违法成本。
从这一点来看，可以看
见讹人者的违法成本太
低，也是导致类似现象
出现的原因之一。所以，

提高讹人者的处罚成本，
早应该纳入法律考量的
范围。对于那些故意讹
人者，除了以往的批评
教育以外，更应该有多
样的处罚手段，提高讹
人成本已经势在必行。
　　扶人被讹，严重地
伤害了社会道德价值体
系，也偏离了我们提倡
的和谐文明社会主体价
值观念。对于这类行为，
必须要制定细致的惩罚
措施，别再让这类闹剧
层出不穷。

█刘颂寒

　　近日，一张强制休
息通知单在网上走红。
浙江省海宁市中心医院
普外科周伟光医生，高
烧到 39.5℃，却“硬扛”
着坚持在岗，继续从事
高强度工作。科室里的
同事看在眼里，疼在心
里，给周伟光开出一张
强制休息的通知单，要
求他好好休息。（3 月
14 日 澎湃新闻）
　　爱岗敬业，对患者
负责是医生的天职。带
病坚守岗位，为患者服
务、为社会服务，值得
点赞。但是，生病需要
休息也是天经地义的。
人在生病的时候，身体

各项机能下降，而外科
医生需要清醒的头脑和
稳健的双手，高烧不退
却坚持工作，如果“好
心办坏事”，既侵害了
患者的利益又损伤了一
名优秀的医生，岂不是
得不偿失？因此，带病
工作精神虽可嘉，但不
应提倡，调养好身体再
奋战才是新时代应有的
风尚。
　　过去，我们提倡“轻
伤不下火线”，是时代
的要求。最早出现在国
产战争电影中的这句话，
是指受了一点小伤绝不
从前沿阵地撤下，号召
战士在战场上，不怕流

血牺牲。放在新时代的
语境下，也同样适用。
一点小痛小病就叫嚷着
要休息，那是矫情，是
逃避工作的表现。一点
小问题绝不能成为离开
岗位的借口，但是，也
不能不顾身体出现的严
重状况，盲目的用“轻
伤不下火线”激励自己，
人生如同橡皮筋，绷得
太近，就会断掉。
　　新时代，不提倡带
病在岗，是对员工负责，
对家庭负责，更是对社
会负责。于员工，身体
是革命的本钱，年轻时
的过度透支，终将酿成
上年纪后的追悔莫及。

而让员工享受基本的医
疗假期是用人单位契合
以人为本理念，凸显人
文关怀的根本。一个人
对于工作单位而言可能
是百分之一，对于家庭、
对于父母妻儿而言却是
百分之百。爱惜身体才
能在家尽孝，方能为国
尽忠。当今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浪潮激活全面
深化改革的一池春水，
各行各业对于效率和精
准的要求越来越高，带
病上岗不仅影响个人能
力的发挥，甚至可能给
国家和社会带来不必要
的损失。只有养足精神，
才能精力充沛的迎接机

遇与挑战，为全面建成
高质量小康社会添砖加
瓦。
　　“我们都在努力奔
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用人单位要为新时代“追
梦人”创造良好的工作
和生活环境，用温暖留
住人才，用关怀呵护人
才；社会要为新时代“追
梦人”树立“不提倡带
病在岗”的舆论导向，
让“绝不提倡带病在岗”
成为新时代应有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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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倡带病在岗”是新时代应有的风尚

上头条，找华早

　　广西防城港市警方
11 日通报，防城港市港
口区一家四口因垃圾清
扫问题与一名女环卫工
发生口角，将其推倒在
绿化带并进行殴打，造
成环卫工背部、腹部软
组织挫伤。目前，钟某、
汪某慧、谢某凤 3 名涉
案人员被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处罚，另一名涉案
人员汪某财因情节轻微
被处以训诫教育。（3 月
12 日《生活报》）
　　女环卫工人被无故
殴打，早已不是新闻。
这类事件屡有发生，说
到底是“鄙视链”作怪。
　　在百度上搜索“环
卫工被打”，居然有 100
多万个结果。仅半年来，
就发生过四川眉山“孙
儿公园内乱扔垃圾，环
卫工人上前阻止被其奶
奶打哭”、福建泉州“武

馆教练当街殴打 60 岁环
卫工，只因乱扔垃圾不
服劝阻”、湖南凤凰古
城“狗狗随地排便被驱
赶，50 岁夫妇当街暴打
环卫工人”、河南商丘“女
子遛狗拒清狗粪，殴打
环卫工拽其头发拖行”
等诸多无故、恶意殴打
环卫工事件。
　　由此可见，环卫工
人已经成为某些“鄙视
链”的末端。在那些自
以为高贵者眼中，环卫
工人干最辛苦的活，拿
最低的工资，属于“人
下人”，所以，殴打他
们连理由都不需要，完
全看自己的心情。
　　说回到“女老板全
家围殴女环卫工”事件，
大多数网友认为这一家
四口欺负弱者，实在无
法无德。但另有一些网
友认为，该女环卫工也

有错，甚至有人认为她
活该。
　　据报道，女环卫工
人施某在西湾大道一小
区门口附近清理垃圾时，
附近一商铺的女老板汪
某把一袋垃圾扔到其垃
圾车上。施某告诉汪某，
她只负责路面的垃圾清
扫工作，小区和店铺垃
圾桶的垃圾由小区清洁
员专门负责，要求汪某
慧将垃圾袋放回原处。
汪某随后与施某争执起
来，但最后还是将垃圾
袋拿走了。
　　汪某的妈妈谢某凤
了解情况后，跑出来和
施某理论，两人从对骂
发展成互相推搡。汪某
及老公钟某阳见状很气
愤，一起上前将施某推
倒在绿化带上并对其拳
打脚踢。
　　对此，有网友表

示 :“一袋垃圾她放就放
了，告诉她不是自己负
责的下次别放了，不就
没事了！”“先同情弱
者，还真不知有路面垃
圾和店铺垃圾这样分，
店主也是想顺手丢上去，
环卫工脾气大”“打人
者有错，人家环卫工人
只负责路面垃圾卫生，
所以说你应该从垃圾车
里拿出来扔到路面上，
如果都像你这样的话，
负责路面卫生的环卫工
人就该下岗了，你这是
要砸人家饭碗啊。”
　　这些网友认为，女
老板往环卫车丢垃圾，
属于“顺手”的小事，
环卫工人根本不该较真。
还有，普通市民也不知
道垃圾还分路面垃圾、
店铺垃圾，女环卫工拿
这样的“专业知识”说事，
有故意刁难的嫌疑。

　　这些观点貌似有理，
但其实都不是站在环卫
工的角度思考问题。试
问，环卫工就不能有自
己需要坚持的工作原则
吗？他们就没有资格较
真吗？试想一下，如果
小区、店铺的垃圾都往
环卫车上倒，环卫工人
沿路扫的垃圾又往哪里
倒？她的工作任务又如
何完成？单方面要求环
卫工人无条件“与人方
便”，难道不是存心为难、
歧视他们吗？
　　说到底，环卫工被
打屡见不鲜，反映了社
会阶层固化导致不同地
位的人群之间互相隔阂
和鄙视。这种弥漫在社
会中的冷漠与敌视，就
像雾霾一般蒙蔽人们的
心智，是时候引起足够
的警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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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老板全家围殴女环卫工，是“鄙视链”作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