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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篇题为 《罗一笑，你给我
站住！》的文章刷爆朋友圈，文中称深圳
作家罗尔 5 岁的女儿罗一笑，被查出患
有白血病。随后，罗尔利用网络“卖
文”募捐，在不到 3 天的时间内筹集到
善款 276 万元。事发不过两日，有网友
指出，罗尔家境并非贫穷，该事件有炒
作的嫌疑。记者联系到罗尔本人，其承
认名下有3套房产。12月1日上午，罗尔
就捐款事件公开道歉，并承诺将善款全
额捐出，成立白血病患儿救助专项基
金。罗一笑所需医疗费用，也将通过合
规合法途径，向该基金申请救助。

又是网络募捐，又是戏剧般的剧情
反转。不同的是，这次“罗一笑事件”
添加了幕后推手，利用了炒作和营销的
模式。纵观近年的网络募捐事件，我们
可以把网络伪慈善分为两类：一种是打
着公益募捐的幌子，欺骗爱心非法敛
财。如云南文山“慈善妈妈事件”、“中
非希望工程事件”。另一种是使用“苦肉

计”，编造或夸大事实，用哭穷比惨的方
式博得大家的同情。无论哪种方式，伪
慈善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欺骗了社会
的爱心和善意，亵渎了社会的诚信和公
德。

爱心不分轻重，温暖感同身受。面
对每一次灾难和不幸，我们每个人都毫
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举微薄之力慷
慨相助。罗尔之所以能在如此短暂的时
间内募集到 276 万元的善款，除了彰显
网络传播的力量外，有一点至关重要，
那就是爱心。“罗一笑事件”之后，全国
网友再次陷入纠结和迷茫之中。他们感
叹没有一双去伪存真的慧眼，看不透错
综复杂的网络乱象，暖心的善款不一定
能真正到达需要帮助的人手中。爱心被
谎言欺骗，诚信被网络吞噬，有网友调
侃，一群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给在深
圳有 3 套房子的人捐款，我被我的爱心
折服了。“罗一笑事件”在考验人类的良
知和底线的同时，也造成极其恶劣的影

响，败坏了社会风气。苦笑之后，我们
会扪心自问：狼来了，我们急忙拿着棍
棒喊打，遭遇骗局，狼真的来了，我们
将如何收拾残局。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可以让你一夜
之间钵盈盆满，也可以让你瞬间身败名
裂。愚弄公众的情感，透支大家的爱
心，接受网络抨击和舆论声讨，完全咎
由自取。罗尔的一句道歉，不知能否得
到谅解。拨云见日之后，真相终究大白
天下，“罗一笑事件”只能成为世人茶余
饭后的谈资。要杜绝网络伪慈善，除了
让公众擦亮眼睛，提高理性救助的能力
外，有关部门应加大对网络的监督力
度，真正斩断慈善行为和商业利益的链
条，不能任由网络乱象滋生蔓延。但愿

“罗一笑事件”能够成为网络伪慈善的终
点。

笔者最后也模仿罗尔先生的一句煽
情语，郑重呼吁：网络伪慈善，你给我
站住！

高山挡不住流水，雾霾遮不
住太阳。

一波三折，聂树斌在被执行
死刑后的第 21 年，终于得到平
反。12月2日，最高法院组成的专
门法庭做出再审公开宣判，撤销
1995 年石家庄及河北省两级法院
对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罪
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这一平
反宣判，为聂案漫长的平反路划
上句号。

迟到的正义也是正义，只是
让人五味杂陈。聂树斌被执行死
刑时是 21 岁，为他平冤用了 21
年。生21年，冤21年。聂树斌的
亲人等到了沉冤昭雪，但聂树斌
早已化为累累白骨。

再审判决书指出，聂树斌的
作案时间、作案工具来源以及被
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这些基
本事实不能确认。原判据以定案
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
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
准，也没有达到基本事实清楚、
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这样
说来，这样的冤案是应该很快平
反的，为什么要等那么久？是真
的案情太复杂，还是平反期间遇
到了阻力？

这从各级媒体多年来的报道中可以寻到一些答
案。在聂树斌案的平反之路上，一开始就是“到处
奔波，到处碰壁”；直到2005年，王书金供述其是

“真凶”，才成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应该说，聂树
斌案的复查和再审，王书金自认“真凶”起到了不
可估量的作用。然而，就在大家以为聂案的平冤曙
光初现之时，“自我纠错之难”如同雾霾，又将这片
曙光层层包裹，无声无息。

有知情人向媒体透露，“河北政法王”张越曾亲
自坐镇三天，指挥“真凶”王书金翻供，并在开庭
前进行“模拟审判”；还有一些具体办案的执法人
员，威逼——严刑逼供，利诱——承诺为其女友孩
子办低保，成为隐匿真相的“帮凶”和“打手”，为
聂案重见天日制造了层层阻力。

雾霾总是与黑暗为伍，它惧怕风和太阳。正是
聂树斌家人多年来不屈不挠地申冤上诉，正是法律
界人士的路见不平出手相助，正是一些媒体人长期
奔走呼号，正是王书金的出现并坚称自己是凶手拒
绝翻供，像风和太阳一样，将雾霾一点点驱散，让
正义的阳光照射到九泉之下的聂树斌身上。

在近些年来的沉冤昭雪史上，聂树斌不是第一
个平反，在他之前每一个蒙冤的名字都在社会上掀
起了不小的波澜：佘祥林、呼格吉勒图、杜培武、
赵作海……他们或与聂树斌一样被冤杀，或幸免于
难但承受了多年牢狱之灾。这种颠覆与沉浮之间，
渗透了多少个体命运的血泪和辛酸。他们用一段段
惨痛的经历，证明了每一宗冤案，对一个生命、一
个家庭，甚至对整个社会，会带来怎样难以挽回的
伤害。

聂树斌案的曲折平反路，再次证明了那句名
言：“正义可能会迟到，但它从不缺席。”实事求是
地讲，21年前聂树斌被错判，也并非是办案人员都
与聂树斌有“多大仇多大恨”，这与那时的形势有
关，甚至可能与一些领导的办案指导思想有关，没
有让正义主导办案过程；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纠错机制不该这么无力，更不应有人为制造阻力的
空间，这样正义才不会迟到。

有冤没伸的人，也许还有不少。希望在他们的
身上，正义的阳光早日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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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伪慈善，你给我站住！
●焦风光

●

胡 汤

转账新规实行才几天，新诈骗手法已
经出现。有人在自助柜员机取完钱正准备
离开时，突然凑上来两名男性人员，向刚
取完钱的群众问道：“你好，因我的卡今日
取现额度已用完，能不能帮个忙，我把钱
转给你，然后你再取现金给我”。警方提
醒：根据银行新规，在ATM机上转账时，
除同行同户名的卡，其他均在24小时后才
能到账，且24小时内可撤销转账！不法分
子以“先转账、再取现”骗取受害者信
任，在拿到现金后，便会前往柜台撤销转
账！广大网友及银行工作人员如发现类似
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转账新规实行还没几天，就已经被骗
子盯上，并第一时间开发出了诈骗新手
法。也难怪有人感叹，这年头骗子是最关
注和最精于研究新规定的群体之一，他们
常能从新规中发现可钻的漏洞。善良的人

们应当对此提高警惕，不要轻信骗子的花
言巧语，以免坠入陷阱和骗局。而警方除
了及时提醒人们注意，更应主动出击、顺
藤摸瓜将骗子绳之以法，以真正维护公民
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稳定。

实际上，“转账 24 小时后到账”施行
的初衷，原本就是为了消除诈骗。此前的
媒体报道是这样说的：为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中国打出重拳。9月23日，最高
法、最高检、公安部、工信部、中国人民
银行和银监会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
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 提
出，自2016年12月1日起，个人通过银行
自助柜员机向非同名账户转账的，资金24
小时后到账。有专家更是信誓旦旦表示，

“转账 24 小时后到”可基本杜绝诈骗成
功，可电信诈骗尚未得到“基本杜绝”，新
骗局却已横空出世，这就令人尴尬了。

电信网络诈骗泛滥成灾，早已怨声载
道，采取措施对其进行整治和预防非常有
必要。但无论出发点有多么正确，在出台
一些新举措的时候还是要慎之又慎，毕竟
会涉及到很多人，绝不能脑袋一拍、规定
出台。首先，应尽量减少对大多数人的影
响，不要轻易便武断地做出“牺牲便利
值”的结论；其次，必须对新举措进行全
方位的“安全评估”，以避免制造新的漏
洞，老问题没管住，反倒被坏人利用、引
发了新问题。避免类似尴尬出现，最简单
也最有效的做法，是将拟出台的新规公诸
于众、提前广泛征求公众意见，众人群策
群力，总比闭门造车考虑得更周全，更能
符合现实的需要。

“转账 24 小时后到账”等金融技术手
段即使有效，可能也只是局部的、临时
的。彻底消除电信网络诈骗的丑陋现象，

不能仅仅靠“打补丁”，而是要从根子上下
手。其一，严格执法、严厉打击，保持持
续的打击力度和决心；其二，强化银行和
电信运营商的责任，甚至可以出台连带负
责制——今后但凡出现电信诈骗案件，第
一时间倒追运营商和银行的责任，由他们
对受骗者的损失进行赔付。如果案件侦
破、钱追回来了，运营商和银行可以申请
退赔损失；如果案件未侦破或损失未追
回，运营商和银行就只能自认倒霉——谁
让你们管理不到位、把关不严呢。如此一
来，害消费者等于害自己，相信运营商和
银行就不会再“助纣为虐”了。

转账新规为何催生诈骗新手法
●乔志峰

开车时刷刷朋友圈，发个微信，打个手机是很普遍的现象，然而就是这些普遍的行为，却让人生充满遗憾。中
国社科院与某保险机构的联合调研显示，道路交通风险最大的是分心驾驶，分心驾驶主要表现在疲劳驾驶和开车使
用手机等方面，是道路安全的头号潜在杀手。 徐 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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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上午，在民主路与金桥路交叉口东侧，
一辆三轮车拉着一位老太太，老太太又拉着一辆儿童
车，距离机动车道非常近，而且速度很快。骑车上
街，千万不能存在侥幸心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
果不堪设想。（11月30日《京九晚报》）

交通事故猛于虎。2015年，全国共接报涉及人员
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21017 起，共造成 72387 人死
亡。太多的交通事故，场面惨烈不已，让人无法直
视。交通事故的善后工作无论多完美，那也只是一种
事后的处理；防患于未然，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总有一些人，他们心存侥幸，他们对发生
在身边的交通事故视而不见，对身边交通事故听而不
闻，当他们穿行在车流之中时，当他们闯红灯之时，
当他们乱穿马路时，身处危险之中而不自知时，他们
依然认为交通事故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总会一路平
安，总能化险为夷。一些行人并不是不知道交通安全
常识，但他们依然违犯交通规则，是因为他们心存侥
幸，认为即使被抓了现行，也没有什么处罚，最多也
只是口头批语教育而已。

每个人都要绷紧交通安全意识这根弦，为了别人
的生命安全，更是为了你自己的生命安全，请你遵守
交通规则，不要心存侥幸。

侥幸是安全的大敌
●杨旭华

11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
会议 （民事部分） 纪要》，指导各级
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各类民事案
件。《纪要》 明确，用人单位在劳动
合同期限内通过“末位淘汰”或“竞
争上岗”等形式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可以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为由，请求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或者支付赔偿金。（12 月 1 日
《京华时报》）

“末位淘汰”这种绩效考核制
度，本身是源于欧美的“泊来品”，
却被我们的用人单位发挥到极致。一
者，采用这种制度的范围广。2014
年，有媒体以武汉市为例调研，发现
200 家涉及物流、房地产、餐饮等企
业中，号称实行“末位淘汰”考核制
度的多达80%；二者，采用“末位淘
汰”辞退员工的频率高，不用说每到
年底，不少企事业单位会纷纷公布年
终绩效考核结果，以“末位淘汰”为
由辞退员工，更有甚者，半年甚至一

个季度淘汰一次，而被“末位淘汰”
的员工比例要达到10%或者更高。如
今，最高法明确，用人单位以“末位
淘汰”单方解约属于违法，无疑是对
这种用人乱象的拨乱反正。

就滥用“末位淘汰”的实际影响
看 ， 无 论 用 人 单 位 如 何 美 化 其 能

“激励员工上进”“提高企业效益”，
它在实质上仍是负激励。在其倒逼
下，积极的员工虽会更加积极，却
可能承受较大的身心压力，职业安
全 感 降 低 ， 对 单 位 的 忠 诚 度 也 降
低，有的甚至会为个人上进影响团
队协作。对被“末位淘汰”的员工
而言，也是一种人格尊严伤害。尤
其是年纪比较大的员工被淘汰后往
往 难 以 再 就 业 ， 劳 动 权 利 就 此 丧
失，且以此被淘汰不能获得任何补
偿，生活也可能失去保障。如果科
学审视“末位淘汰”，也会发现其并
不科学，绩效排位考核就像排队，
有人总会处于队尾，排名末位与不
能胜任工作没有必然联系。

既然“末位淘汰”既违法，又不
符合现代管理所提倡的人本思想，为
何能大行其道？一方面，与用人单位
相比，劳动者弱势，即使权益被侵犯
也可能得过且过、忍气吞声，不愿或
不敢维权，何况“末位淘汰”被普遍
采用和接受？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对

“末位淘汰”的流行非常知情，却往
往是“民不举，法不办”，有劳动者
以此状告用人单位才判定违法。因而
相关部门对“末位淘汰”违法，绝不
能仅有普法，还必须主动出击，深入
到用人单位，核查并纠正谁在执行

“末位淘汰”之法，谁在炮制单方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以及有多少
绩效考核制度，异化成了企业的用工
制度，主动捍卫劳动者权益。

“末位淘汰”违法，仅有普法还不够
●何勇海

议众

为激励子女经常到护理院探望父母长辈，苏州
一家护理院别出心裁地推出了“奖孝金”管理制
度。制度规定：子女两个月内到护理院探望父母长
辈超过 30 次，就可获 200 元现金抵用券；累计超过
20次，给予100元“奖孝金”。（12月 4日 《扬子晚
报》）

苏州这家护理院推出“奖孝金”措施，用经济
杠杆促动子女尽孝，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子女
看望老人次数暴涨。我们为这家护理院的做法点赞。

在笔者看来，“奖孝金”的两层含义值得我们重
视：第一，它在提醒子女尽孝。奖励并不算多，但
它能唤起一些子女孝老的道德自觉。因此，笔者坚
信那些拿到“奖孝金”的子女们，很多人是内心的
感召而非受200元的诱惑，才去主动看望父母的。

第二，“奖孝金”更是在引导精神赡养。老人进
入了护理院，子女决定父母可以得到更为专业的护
理，自己可以放心地工作。然而，子女看望老人带
来的精神上的慰藉，是护理院工作人员所不能给予
的，是老人精神上的最大抚慰。所以，老人们还是
渴望子女能经常看望，心理上才能获得满足。护理
院发放奖孝金，实质上是唤醒子女对老人精神赡养
的重视。

“奖孝金”的激励效应的意义大于实际价值。我
们希望其他养老机构能采取类似的措施，为社会养
老注入更多的正能量。

“奖孝金”是精神尽孝的通知
●黄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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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评

@人民微评：
【像游老爷子那样洒脱】 84岁“济公”还

在演戏。耄耋之年，毫无暮气，游老爷子活得
潇洒，有滋有味。看似玩世不恭，恰有一份可
贵的真：对艺术有真诚，哪怕跑龙套也像主角
那样自我高要求；对生活有真爱，活在世上不
能只是谋生。人生正该如此，哪怕是不起眼的
佐料，也能让生活更有味道。

@中青报曹林：
【有一种野鸡新闻叫做“据朋友圈消

息”】社交的归社交，媒体的归媒体，看新闻
呢，还是得看专业媒体的专业报道，自媒体、
社交媒体之类，还是不行，那不是值得信赖的

“媒体”。虽然朋友圈也会转发传统媒体的一些
新闻，但作为一种新闻获得渠道，可能是不靠
谱的。

议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