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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来都没变

龙门 站ee
楼体也披绿 很美很舒心

■微论撷英

每次看到“扶摔倒老人”的新闻
时，脑海里总要闪现那句话。

2007年，南京青年彭宇扶起摔倒
的老人，被其家属索赔。唯一目击证
人在面对记者的摄像机时，喊出了一
句注定要震撼国人心灵的话：“朋友
们，以后还有谁敢做好事？”

一语成谶。几年来，扶老人、救老
人反被讹诈的事情层出不穷，人们甚
至习惯了面对摔倒的老人时面面相
觑，即使上前相助也要先找证人、拍
照片……

这些天，一位洛阳老人发出“请放
心帮我们”的网帖，晚报发起“诚信橙
丝带，爱心与信任同行”公益活动：为
写下诚信签名的老人送上象征诚信的
橙丝带，借橙丝带之名重建互信互助
的道德环境。

当然，洛阳千千万万的老人，没
办法个个都系上橙丝带向路人表示

“我不会讹你”。系不系橙丝带，与别
人是否会及时伸出援手也无必然联
系。如果搀扶一位老人还要为其是
否系了橙丝带而考虑，那我们还能找
出更多“不扶”的借口：万一扶老人闪
了自己的腰呢？万一扶老人错过了
公交车呢？……

晚报的报道也提到，系橙丝带活
动是“帮助社会公德回到正轨的一线
曙光”。这话说得好！“一线曙光”，对
于一个受冻的人也许不能满足其需
要，但这是一个信号、一种希望。

“人心究竟是怎么了？！”这些年，
“扶不起”的老人和“不敢扶”的年轻
人，让社会各方发出锥心之问。这不
是哪个人的问题——社会提前进入老
龄化社会、长期的医疗保障欠账、公众
对司法公正的焦虑，都让“人心之问”
难得疏解。

实际上，面对摔倒的老人，我们应
当做什么，这个简单的问题每个人都
能回答——应当做符合道德规范的事
情，能扶一把就当扶一把。社会对“摔
倒老人”的持续关注，恰恰说明公众对
道德的认知水平并不低。“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从来没有
发生根本变化。变化的，不是人心，而
是人所处的社会。

对每一个人来说，走出信任匮乏
的恶性循环，应当从履行自身的道德
责任开始。不管橙丝带能帮助多少受
到意外伤害的老人，对于朴素的道德
行为来说，敬畏人性，听从本心，然后
伸出援手，永远是最重要的。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社会对“摔倒老人”的持续关注，恰
恰说明公众对道德的认知水平并不低。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心中的道德
律从来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我市原则通过2014年城市生态

园林绿化标准，即将启动的立体绿化
示范工程成了亮点：对楼体屋顶、墙
面、栅栏、阳台等实施绿化，对新建道
路、桥梁等进行桥柱绿化、挡墙绿化、
隔离网绿化……晚报的报道，引发网
友热议。

谈到楼顶绿化，有人情不自禁回
忆起了过往。@月朗昌谷：楼顶变菜
园、果园，在我们那儿常有。记得有
一位老职工，把楼顶变得很美，我还
在葡萄架下喝过一次茶。后来老人
不在了，那里也就荒废了。

立体绿化令人期待。@夏之辉
豆：好想法，举双手赞成。立体绿化，
为城市增加更多绿色，让我们的城市
变得更美。@湖南女子学院张闻骥：
只要立体绿化搞起来，钢筋混凝土城
市就会更有生命力。@农技推广员：
楼房绿藤缠绕，楼顶花园与地面绿地
呼应，出入绿岛中，流连绿树林，呼吸

“绿空气”，多么心旷神怡。
全方位绿化是“治霾要诀”？@码

字的舒圣祥：当前雾霾严重，日本重
要的治污手段就是城市绿化，新建大
楼必须有绿地和楼顶绿化。城市要
种草更要种树，不但追求绿化面积，
还追求绿化体积。

种啥可让绿化“立起来”？@天
堂下的洛城：希望有公共绿地的小区
广泛种植藤蔓植物，比如牵牛花、爬山
虎、丝瓜等，让绿色爬满我们的栋栋楼
房。@冬雪LSZ：搭个葡萄架，既能乘
凉又能吃葡萄，一举两得呀！@淘气：
老城的城墙上都种上冬青树吧。

（魏春兴）

我们国内绝大部分人都吃过转基
因食品，比如转基因大豆最后榨成豆
油，这就是转基因食品。

——日前黄金大米实验违规事件
让转基因食品成为公众热议话题，中国
农科院农业部农作物分子生物学重点
实验室主任黄大昉对此发表看法，公众

往往想要绝对安全的东西，其实把风险
控制住了就是安全的

越南姑娘不要车，不要房，结婚花
费较少。

——我国男子娶越南姑娘的越来
越多，以前多为打工者，如今很多教师
及白领也蠢蠢欲动，一当事人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