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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全免费，政府花小钱办大事
头条评论

下期话题预告

近日，在广州一地铁站，有市民因为
过马路不遵守交通规则被交警处罚。被处
罚者如果赶时间可以选择发朋友圈，说明
自己因违反交规被处罚，只要集齐 20 个

“赞”就可放行。您怎么看？来稿请发 :
sdjbrmpl@163 .com

闯红灯朋友圈集赞可放行，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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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本源
问题更容易解决

二维码背后的乞讨性质更值得关注
近日，云南市民小丁反映：“遇见乞讨者，他面前除了放着一个

装钱用的大碗，还自备了二维码，可以微信扫码向他付款。”虽然小
丁也觉得这样很方便，但还是觉得心里怪怪的。您怎么看？

山东沂水县殡葬全免费改革的尝试就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样板，值得各地政府效仿和推广。此外，对
移风易俗选择树葬、草坪葬、花葬和海葬等生态葬的，政府部门还可以给予逝者亲属一定奖励或补助。

公交、景区、娱乐场所等通
常都有儿童票，收费依据大多
是孩子身高。因儿童身高测量
不准，或身高高于平均值，在收
费上引发争执的现象也时有发
生。其实，之所以设立儿童票，
无非是依循中国人的老传统，
尊老爱幼。儿童年龄小，无收入
来源，无法自立，基于爱护他们
给他们以优惠。如果按照此思
路，以年龄为标准不是理所当
然吗？

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
园，因为不堪导师的人身控制，
绝望之下跳楼自杀。很多网友
用“又害死一个”来形容这起事
件，因为前不久，西安交通大学
博士生杨宝德也是受困于与导
师的关系而自杀。中国人历来
尊师重道，儒家更有“天地君亲
师”的说法，老师的地位仅次于
亲(指父母)。但韩愈也说，“师
者，传道受业解惑者也。”老师
的作用，更多体现在道统 (学
业 )的承袭上，师生之间并没
有、也不该有人身依附关系。

投资 16 亿的扶贫路———
甘肃折达公路，被举报“工程质
量差”，尤其是其中的考勒隧
道，原“双层钢筋”变成了“单层
钢筋”，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
患。其实，这些问题早在央视曝
光之前就已经暴露出来了，所
以才有了后来的“勒令整改”。
先不说“勒令整改”的结果仅仅
是刷一层涂料敷衍了事，而是
这么严重的问题暴露之后，难
道不是上级主管部门主动联系
纪检部门介入，查查里面有没
有贪污腐败的经济犯罪问题或
者偷工减料的不作为问题吗？

“勒令整改”，其客观结果不就
是为涉嫌犯罪的人打掩护吗？
这到底是一贯的官场烂好人做
派还是上下勾结作弊？

很多问题之所以复杂，不
易解决，主要是涉及的利益犬
牙交错，不易厘清。但如果回到
问题最开始、最根本的地方，就
会发现解决问题的钥匙就明明
白白摆在那里，关键看操刀人
有没有快刀斩乱麻的勇气。

狄凯

正方：是与时俱进

王秀平：在以实物货币流行
的时代，用碗就完全可以达到乞
讨的目的，但在现代人们很少带
钱的电子货币社会，如果依旧固
守传统而不创新的话，就会被活
活饿死。俗话也说“穷则思变，变
则通。”人不知道变通就寸步难
行，为了生存，为了活命，积极创
造条件使用二维码乞讨，这是迟
早要做的事，这二维码是救命的
二维码，就像那个大碗一样，是
必备的乞讨工具。

左崇年：对于为生存乞讨，
自带二维码实际上无可厚非，因
为这也是他们的生存智慧。如今
是移动支付时代，有心施舍者可
能真的没有零钱，而扫扫二维码
就可以解决这些尴尬事，也能满
足真乞丐的生存需求，可谓“技
术改变生活”。面对形形色色的
乞讨，不看有无二维码，而应看
乞讨的性质。二维码乞讨本无原
罪，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进步的
表现，关键是看用二维码乞讨的
是不是职业乞丐。对“伪装者们”
就应该零容忍，依法严厉打击。

反方：有“职业乞丐”嫌疑

童其君:一张二维码背后潜
在的智能手机、合法收银机构等
高昂的“行乞成本”，这首先就让
我觉得这行乞者应该不穷。如果
是因为丧失劳动能力或遭遇天
灾人祸生活无门而选择乞讨，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确实应
该施以援手；但如果将乞讨作为
一种牟利手段，幸福都是奋斗出
来的，身强力壮，不靠艰苦奋斗，
而想借二维码乞讨来发财致富，
这种“职业乞丐”，不仅没有值得
同情的地方，反而会令人不齿。

刘晓琳：乞讨者使用二维码
乞讨，看起来很方便，也很符合
现代人们的支付习惯，以前路遇
乞讨者时，如果怀疑他们不是真
正的乞丐，我们可以拿“没有零
钱”做借口来拒绝，但现在，乞丐
们也更加地与时俱进，会使“绝
招”——— 要求你用二维码支付。
这会更加透支爱心人士甚至是
整个社会的同情心，会更加让人
去怀疑行乞者是“职业乞丐”。从
而导致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行
乞者得不到救助。

漫漫画画//陶陶小小莫莫

2017 年春，山东省沂水县启
动实施殡葬全免费改革，真正做
到让逝者安息、给生者减负。清
明前夕，记者来到沂蒙山区腹地
沂水，进行多方走访调研，且听
且看，且行且思，深感沂水殡葬
改革蹄疾步稳，走出了一条可借
鉴的全民惠葬之路。(4 月 4 日澎
湃新闻）

近年来，针对天价公墓、天
价骨灰盒、天价丧葬服务费等

“殡葬暴利”现象，许多民众发出
“死不起”的感叹。确实，水涨船
高的殡葬费用，已成为民众一个
很大的经济负担。由于一部分民
众无力承担购买墓地的费用，只

好将逝去的亲人葬在田间地头，
造成“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现象。
而散乱的坟头到处林立，不仅有
碍观瞻，也不利于管理，以致上
坟烧纸引发的火灾频频发生。我
国是人口大国，已逐步迈入老龄
化社会，年死亡人口的数量将日
益庞大，丧葬问题如果处理得不
好，不但会成为绿色发展的短
板，也会导致一些社会矛盾和问
题。因此，殡葬改革是摆在各级
政府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山东沂水县大胆尝试殡葬
全免费改革，一年来取得了不俗
的成绩。据测算，当地一年大约
有 8000 人去世，县财政每年只

需投 2000 万元左右，即可为群
众减负 2 亿元；传统散葬方式每
年需要 300 至 400 亩地，而建设
公益性公墓，一年仅需 20 至 30
亩地；相比于大棺材，用骨灰盒、
小墓穴的方式安葬，沂水县每年
可节约木材 1 万立方米左右。此
外，还能减少因上坟烧纸引发的
山林火灾等隐患。可见，政府花

“小钱”，既为民众办了件大事，
又节约了大量的土地、木材等社
会资源，可谓一举两得，是利国
利民的大好事。

其实，殡葬业应该是公益性
的。但如今在不少地方殡葬业却
成了具有一定垄断性质的暴利

行业，大发“死人财”，让民众苦
不堪言。山东沂水县殡葬全免费
改革的尝试就是一个可以借鉴
的样板，值得各地政府效仿和推
广。此外，对移风易俗选择树葬、
草坪葬、花葬和海葬等生态葬
的，政府部门还可以给予逝者亲
属一定奖励或补助，以激励和倡
导更多的民众选择不占地或少
占地的生态葬方式。

人生的终点是黄泉之路，但
愿黄泉路上没有“收费站”。希望
通过推广殡葬全免费改革，倡导
殡葬新风尚，真正让逝者安息，
给生者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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