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谈

连载民不堪命
“民不堪命”中的“堪”意为忍受。这一成

语意思是民众负担沉重，痛苦得活不下去。
典故出自《左传·桓公二年》：“二年，春，宋

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弒
殇公。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
故先书弒其君。会于稷，以成宋乱，为赂故，立
华氏也。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
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太宰），故因民之不
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已杀孔父而弒殇
公，召庄公于郑而立之，以亲郑。以郜大鼎赂
公，齐、陈、郑皆有赂，故遂相宋公。”

这段文字说的是在宋国历史上发生的华
督之乱。春秋时期都于睢阳的宋国，有一段时
间华氏势力最强。宋殇公时，出了个华督
（？—公元前682年），字华父，因此又称华父
督。他是宋戴公的孙子，好父说的儿子，官至
宋国太宰，位及“六卿”之首，是当时宋国很有
势力的大贵族。

“华督之乱”的背景是，宋国第十三任国君
宋宣公死前，认为自己的儿子与夷不如自己的
弟弟子和，从国家利益考虑，把君位让给了弟
弟。子和继位后为宋穆公。宋穆公死的时候，
想到哥哥的情意，把君位还给了宋宣公的儿子
与夷，是为宋殇公，把自己的儿子公子冯送到
了郑国。华督之乱便由此缘起。

当时，卫国发生了州吁之乱，州吁得位后
卫国很不平静。为了立威，州吁决定对外打一
仗，目标便选中了与卫国有仇的郑国。但卫国
不是郑国的对手，州吁想借宋国之力攻打郑
国，就派人到宋国来对宋殇公说，公子冯在郑
国对宋殇公极其不利，请宋殇公和卫国一起伐
郑，这样可为宋殇公除掉公子冯这一后患。宋
殇公便答应了。卫国又联系了其他国家。因
为宋国是上公之国，都推宋国为首。这一仗虽
然让郑国受到了损失，但因为郑国把公子冯提
前转移到了长葛，宋殇公不但没有得到公子
冯，反倒和郑国结下仇怨。郑国报复宋国。宋
殇公也好战，于是两国连年征战，百姓疲敝。
宋殇公在位十年，共打了十一次仗，劳民伤财，
兵士伤亡很多，“民不堪命”。华督是公子冯的
要好，想把公子冯从郑国接回宋国即位，但大
司马孔父嘉受过宋宣公生前委托，对宋殇公忠
心耿耿。孔父嘉手握兵权，是华督难以逾越的
障碍。于是，他决定先翦除宋殇公得力的保护
者孔父嘉。他利用国人对战事频繁的不满，便

让亲信暗地里煽动民众，说宋国之所以频频对
外发动战争，都是司马孔父嘉的主意，是孔父
嘉说动宋殇公才这样做的。尤其是暗中在军
队中散布。军队中有人信以为真，一些兵士便
夜里到华督家，求华督向宋殇公进谏，让宋殇
公阻止孔父嘉。华督欺骗士兵们说：“我已经
几次向君主进谏了，但君主对孔父嘉偏听偏
信，不从我谏，现在孔父嘉和主公又决定了，三
日之内，再大举伐郑。以前的战争使那么多人
死在了战场上，让父母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
了丈夫，孩子失去了父亲，多么惨啊！这次要
伐郑，又不知会死多少人，你们的性命也不知
能否保住……这都是孔父嘉作的孽啊！”饱经
战争之苦的士兵们便恼恨起孔父嘉来。于是，
在华督有计划的鼓动下，士兵们请求华督带领
他们除掉孔父嘉。一天夜里，华督带领士兵，
神不知鬼不觉地围住了孔父嘉的府第，巧言将
毫无准备的孔父嘉骗出来杀害了。也有史书
说华督因看上了孔父嘉的妻子，所以要设计杀
孔父嘉。《史记》便说：“十年，华督攻孔父，取其

妻。”观多种史书记载，可能两种原因皆有之。
因为宋宣公临死时把宋殇公托付给了孔

父嘉，孔父嘉是宋殇公的左膀右臂，华督擅杀
孔父嘉自然引起了宋殇公的震怒，要拿华督问
罪。于是华督为了彻底扫除迎公子冯回国即
位的障碍，一不做二不休，在宋殇公听说孔父
嘉被杀到孔父嘉家中去看情况时，用欺骗的手
段让军正带兵和他一起去见宋殇公，结果把宋
殇公也杀了。之后，他怕暴露了自己的阴谋诡
计，杀人灭口，把杀宋殇公的罪名加在军正身
上，把军正也杀了，然后从郑国接回了公子冯，
立为宋庄公。

公子冯回国后首先要感激的就是故交华
督，赋予他更多权力。华督帮着新君出谋划
策，除掉孔父嘉的羽翼和宋殇公的亲信后，首
先游说周边国家，让大家承认和肯定新君地位
的合法性。为获得诸侯的支持，华督以宋国的
大量财宝贿赂诸侯，结果如愿。更为重要的
是，在当时诸侯中德高望重的郑庄公非常支持
华督。郑庄公邀约一向对自己言听计从的齐
国和鲁国，在稷这个地方搞了一场加冕仪式，
正式承认公子冯的宋公地位。

《左传》记载了这一事件，后来“民不堪命”
就成了成语。例句：“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
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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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观点

■白晶晶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季度电商直播超过400
万场，100多位县长、市长走进直播间为当地产品

“代言”，为脱贫攻坚助力。
着眼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保质保量按时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走进直播间
“带货”的领导干部不仅要把货卖出去，还要用好
直播这个面对面平台，直接听取购销双方的“第一
发言”，把消费需求、市场动向等“干货”带回来，转
化成扶持地方发展的好政策。

有专家指出，复工复产关键在复消。调研好
消费者的需求，掌握适销对路的产品信息，可为有
的放矢规划地方发展方向提供借鉴。找准消费热
点精准投资，则有助于加大精准扶持力度，助力地
方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深挖消费潜力，让消费带
动生产，还可以推动地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始终要遵循南橘北枳的规
律。通过直播带货找到当地适销对路的产品，还
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增强自身特色品牌建设和
市场竞争力，把特色产品优势变成地方产业优势，

用产业优势撬动广阔市场，为地方发展注入活力。
领导干部带动电商脱贫，要将调研收来的“干

货”及时传递给班子成员，群策群力、广开言路，充分
调动人才力量，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集中头脑风暴，
推动调研成果变现，把得来的“干货”变成惠民政策
落地生根。

谨防老旧小区改造“新貌变旧颜”

眼下，不少地方正在加紧进行老旧小区改
造，改造后的老旧小区不但外观环境“旧貌换新
颜”，小区各项功能、设施也提档升级，居民居住
环境条件得到明显改善。这些显而易见的变化
看得见、摸得着，带给民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老旧小区改造后，如何建立长效的维护和运
营管理机制，确保改造后的老旧小区外观“颜值”
不反弹、内在“气质”不降低，是一个需要认真思
考的问题。如果缺失后续长期维护和运营管理
机制，改造后的老旧小区“颜值”“气质”恐难以长
期保持。

可见，建立长效的维护和运营管理机制极其
重要。这需要政府加强引导和统筹协调，鼓励基
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积极探索维护和运营管理
新机制，创新老旧小区改造后续维护管理新方
法。在实际探索创新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得
失，使维护和运营管理机制与时俱进，不断完善、
提升，确保改造后的老旧小区不“返旧”。

比如，可以建立物业管理运行机制，引进信
誉度高的优质专业物业管理公司。应积极探索
建立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单位、业主委员会“三
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充分调动社区、产权单位、
居民共同参与老旧小区管理。积极推进小区居
民自治，动员居民广泛参与小区的维护和管理，
以居民自治提升人人参与小区管理的公民意识。

据报道，5月11日起，北京市全市城管执
法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对生活垃圾分类违法行
为集中开展立案处罚。

法规的生命在于执行，对不按规定进行
垃圾分类依法进行惩罚的出发点很好，有利
于促进垃圾分类措施真正落地，促进生活垃
圾分类主体落实责任，推动全社会垃圾分类
习惯养成。

罚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垃圾分类如果只
有惩罚是不够的。当前，有关部门有必要对
垃圾分类持续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居民将垃
圾分类理念内化于心、外践于行，形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垃圾分类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
单，有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要寓教于执，对居
民要进行必要的教育和指导，提高垃圾分类
的自觉性和准确性。 （徐小飞）

■孙小二

领导干部“带货”要带回点“干货”

疫情当下，在线教育成了许多人上课培训的主要方
式。但上课的老师是否有资质呢？近日，新华社曝光多
所在线培训机构教师资格证存在不公示或公示信息不
准确等问题，不仅如此，相关机构的招聘信息对教师资
格证也未进行明确要求。

教培市场早已是一片红海，各路机构纷纷使出战略
升级、融资扩张等大招，一门心思扩大市场份额，想方设
法抢夺“生源”。在“跑马圈地”的过程中，用“出身名校
的名师”当诱饵，吸引学生家长报名“入瓮”是屡试不爽
的一招。

利益当前，投家长所好，一些教培机构动起了“移花
接木”的心思，对旗下老师进行包装，为其打造诱人的教
育履历，改头换面、以次充好，放在网站上招揽生源。实
际上，不少所谓名师，别说线下的教学经验了，就连网络
授课的经验也约等于零。

正如新华社报道中提到的，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
现网上教师藏着不少“猫儿腻”，师资介绍“前有后无”，
表述含糊不清打擦边球。记者暗访发现，无证人员进入
教培机构易如反掌，相关培训机构对教育主管部门的规
定视若无睹。更有一位在在线教育机构兼职多年的大
学生表示，像他这种“兼职教师”十分常见，“只需会说普
通话，通过面试和培训，即可上岗”。

会说普通话就能上岗，这样的爆料实在让家长心
惊。不知道打着名校名师旗号“揽生源”的教育机构，有
多少是“有名无实”的虚假宣传？又有多少家长冲着名
师的名头，花大价钱充值了网课VIP，结果只得到良莠不

齐的教育服务？
针对此次媒体曝光的网上教师资格证编号存疑一

事，业内人士分析称，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两种原因，
一是编码为编造的，另一种可能是，“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合格证明编码是13位的，教师资格证是17位的，机
构有可能在教师资格介绍上混淆了概念，打了政策的擦
边球”。

疫情爆发以来，线下教育纷纷“关停”，教培机构纷
纷投身线上的“生意”。不少机构忽视自身能力，前期采
用广告大战、促销引流的方式进行扩张，后期陷入缺乏
足够师资承载增加的用户量的困境，只能偷偷降低准入
门槛，给无证教师“开后门”。

不过，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讲师有丰富的线上
教育经验，或是自身素质优异，寓教于乐善于教学，那一
纸教师资格证似乎也没那么重要。校外培训，家长看的
还是“疗效”，证再齐全，没有学习效果也是白报班。

学无前后，达者为师。从教学效果来看，一纸教师证
似乎不如教学能力更重要。然而，有没有教师资格证的都
给宣传成有证的，这种混淆视听才是问题的关键。

线上教育培训虽然灵活、方便、自由，但是标准不能
降低，平台方必须尽到告知义务，公示清楚师资的具体
情况，不能夸大宣传，让家长稀里糊涂交钱。

线上教育机构鱼龙混杂“水很深”，身为消费者的学
生和家长，一不留神就会“中招”。严格监管，将相关教
师资质的要求落到实处，不仅是保护莘莘学子的合法权
益，更是净化教培市场的题中应有之义。

给无证教师“开后门”在线教育不能降低标准

垃圾分类管理要寓教于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