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慈善
“套路”该站住

这两天，一篇题为《罗一笑，
你给我站住》的文章在微信朋友
圈刷屏了。我发现，不同年龄、不
同身份、不同职业的朋友都在转
发，而且很多人还会附上一段
话：“罗一笑小朋友得了白血病，
她的父亲心急如焚，但他没有选
择公益捐款，而是选择‘卖文’，
每转发一次此文有机构就会捐
出一块钱。”

该文是罗先生为患白血病的
女儿笑笑筹款而写的系列文章之
一，读者可通过微信赞赏功能等
方式捐款。

可能是公众号赞赏有史以来
最大的奇迹出现了——接连数
日，如果你点击该文的赞赏键，都
会被提醒赞赏金额已达每天 5 万
元的上限。

让人讶异的是，就在昨天，消
息突然出现了大反转。有自媒体
爆出，罗先生“在深圳和东莞有三
套房和两辆车”；孩子看病的费用
医保报销大部分，实际花费并不如
求助文章说的那么多；“转发一次
捐一块钱”的网络营销公司的老
板，作为罗先生的朋友，借机营销
炒作，更是令人反感甚至愤怒。

随后，这些猜测或质疑，或多
或少都得到确认。

可爱的小姑娘、因病陷入困顿
的家庭，都足以打动人心。因为我
们知道，看似还算完满的生活，其
实是经不起家人的一场大病的。
重疾袭来，一沓一沓的百元大钞变
成轻飘飘的几张缴费单子，除了大
富之家，有几人还能再维持体面的
生活？

不得 不 说 ，慈 善 是 易 碎
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是如

此 ——人们在不明真相时拿出
了爱心，一旦后来发觉可能是受
了愚弄，其感受可想而知。

这种通过自媒体“卖文”募捐
的方式，信息难以透明，又几乎没
有什么反馈模式，一旦出现疑点，
信任危机的出现就不可避免。可
以设想，如果这样的方式太多太
乱，那么，面临绝境的求助者，要
靠拼文字能力和推广水平才能获
得救助，又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
况？而这种基于自媒体的、个体
之间的慈善行为，几乎不可避免
地带来营销。

虽然重病是真、父爱是真，但
对爱心捐助而言，岂能容下一粒
沙子？本该是纯洁的爱心行为，
因为多了些商业味道，而让人有
些难以接受。

据统计，截至2016年6月，中
国网民人数达到7.1亿，超过2300
万名网民通过网络捐赠物品。可
以说，互联网慈善具备改变中国
慈善行业的潜力：它提高了慈善
机构、受助者的筹资效率，也促进
了传统慈善组织间的信息共享。
互联网慈善到了这样的规模，出
现类似罗先生这样的事情也并不
令人奇怪。

说到底，现在我们确实太习
惯从手机屏幕和五彩缤纷的自媒
体上获得信息。问题在于，同时
又难以获得扎实而负责任的事
实。惊异、感动、愤怒、猜测、抨
击……消息、情绪，来自各方、出
自各路，我们匆忙中知道了很多
东西，我们很快地做出了很多判
断，遗憾的是，却常被反转的新闻
惊得合不拢嘴。这，也许是更值
得思考的事情。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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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来自各方、出自各路，我们匆忙中知道了很多东西，
我们很快地做出了很多判断，遗憾的是，却常被反转
的新闻惊得合不拢嘴。

■洛浦听风

让机会公平更多地走进现实

□本报特约评论员 杨朝清

洛谭有话

看昨日晚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
工作的意见》，明确如下内容：在使用辅
警中一旦出现了问题，应由公安机关承
担管理责任；使用辅警必须依法签订劳
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建立层级化管理和
考核晋升机制，其层级与薪酬待遇挂
钩，依法保障辅警在工资福利、社会保
险、劳动用工、劳动保护等方面的合法
权益等。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辅警存在职
权 不 清 、保 障 较 少 、管 理 较 乱 的 问
题。辅警执法不规范侵害他人正当权
益，辅警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荣誉感较
差 等 报 道 ，不 时 见 诸 报 端 。 更 有 甚
者，有时为了平息警民冲突，辅警往
往被作为“临时工”清退，成了顶缸
人、“背锅”者。《意见》的出台，无疑对
规范辅警管理工作、构建和谐警民关
系具有重要意义。

辅警不是顶缸人

敬告读者：由于来稿量巨大，本报对所有形式的来稿均不保存，请赐稿者自行保留底稿，敬请谅解。 本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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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常熟童工”引发广泛
关注。“不上学，就打工”，越往乡镇走，
辍学的情况就越严重。为了减少学生
辍学，贵州当地的教育部门给学校下达
了控辍保学的任务，每当班上有学生辍
学时，班主任都会去学生家里反复做工
作，但收效甚微。（11 月 30 日《北京青
年报》）

在留守儿童看得见的前台里，返乡打
工者衣着光鲜、出手大方，俨然一副成功者
的模样；在留守儿童看不见的幕后，辍学少
年在工业生产的流水线上承受着繁重、乏
味的工作甚至遭受打骂。

辍学少年层出不穷的背后，是区域之
间、城乡之间教育失衡导致“读书无用论”
在乡村蔓延。“出身越差，上的学校越差，将
来的工作越差”，“下沉螺旋”不只是书本
上的理论，也是一种坚硬的现实。贫困的
代际传承、阶层流动渠道不够畅通和多元，

“不上学，就打工”让他们的人生过早地定
型化、宿命化。

对于农家子弟来说，通常只有打工和
读书两条出路。由于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
不均衡配置，导致农家子弟接受的教育质
量并不高，通常也难以找到好工作。激烈
的教育竞争，在本质上也是一个家庭综合
实力的比拼，留守儿童在学习上掉队甚至
过早从教育竞争中出局，成为一种无奈的
处境。

读高中、上大学尤其是就读于一些三
本院校，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
开支，收益却达不到他们的预期；与之相
比，“不上学，就打工”的成本小得多，收益

并不见得比那些农村大学生差。辍学打工
能够迅速地改变这些农家子弟的生存状
况，哪怕只是微乎其微的改变。对于他们
来说，“读书梦”要么遥不可及，要么太过沉
重，要么充满了太多风险和不确定性。辍
学打工作为一种“保守的策略”，隐伏着厚
重的利益算计与风险评估。

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熟人圈子的社
会资本深刻影响就业质量。那些缺乏依靠
的农家子弟，在求职的过程中得不到有效
的庇护和关照。对于农村大学生来说，融
入城市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当“知识改
变命运”的显示度下降，周期性延长，那些
迫切想从乡村走出去的农家子弟，早已

“等不及”“拖不起”了。
消减童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控制辍

学率。丰富乡村教育的内核、促进教育均
衡，给予农家子弟更多的“弱势补偿”，让机
会公平更多地走进现实，在招生、求职、城
市融入等方面给予他们更多的“制度补
血”，只有让教育这盏希望之灯更加明亮，
才能提振农家子弟对“读书有用论”的价
值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