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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投稿至邮箱 lywbpl@
163.com，或扫二维码，关注微信
公众号“河洛评谭”进行投稿。稿件
一经采用，即奉稿酬。

日前，孟津县人民法院为失信被
执行人定制的“失信彩铃”正式生效。

如果您打电话，听筒里传来“您
好，您所拨打的用户已被孟津县人民
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请督促其尽
快履行法定义务”的语音彩铃，那就
说明您要联系的人是在法院“榜上有
名”的失信人。

信用是人的无形资产，俗话说
“人要脸，树要皮”，即便是失信者也
不例外，一旦失信行为被曝光，信用

“破产”，人际关系就会遭遇严重危
机，毕竟谁都不想和一个不讲诚信
的人打交道，这种损失难以用金钱
衡量。

通过“失信彩铃”，让失信者丢丢

人，可以倒逼失信者尽快履行法定义
务；而将于 12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的

《洛阳市住房公积金信用信息管理办
法》，则是让失信者出出汗、作作难，
个人严重失信行为将被记入住房公
积金“诚信黑名单”，会对办理公积金
业务造成提取限制、贷款限制、公开
曝光等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影响。

这几年，对于失信者的惩戒正在
“层层加码”，失信者的日子也越来越
难过。去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
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
的意见》，更是构筑了针对失信者的
联合惩戒机制。

不论是“失信彩铃”，还是“办理

公积金业务受限”，都是在营造“一
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诚信氛围，随
着对失信者“制度包围”越来越严
密，失信者会发现，失信的成本自己
无法承受：不仅不能担任公司高管，
无法入伍、出境，而且坐不了飞机、
乘不了高铁，住不了星级酒店，打不
了高尔夫球，甚至，子女的教育都受
到影响……

对失信的惩戒，是对诚信的褒
扬。只有提高失信者的失信成本，形
成让失信者寸步难行的制度约束，让
他们丢丢人、出出汗、作作难，为失信
付出应有的代价，才能使失信者不敢
再失信，诚信才能成为更多人的一种
道德自觉。

日前，在不少市民的微博、微信朋
友圈里，一条消息迅速传开：“近期，龙
祥商业街多次出现强行拉人之事……”
古城派出所迅速通过官方微博辟谣：
该事件系相互认识的一男一女，因感
情问题在街上发生争执，而非传言中
说的“人贩子强拽女子上车”。

一件事发生后，每个人都可以
表达自己的关注与态度，这无可
厚 非 ，但 是 ，在 未 经 证 实 的 情 况
下，就在网络上发布自认为正确
的结论，即便出于善意，也是不合
适不应该的。

因为这些子虚乌有的谣言，女子
成了女大学生，男子成了人贩子，一
场感情小摩擦，成了略带惊悚的“人
贩子强拽女子上车”。好在发布的视
频画面不清，被谣言“误伤”的男子生
活不会受到多大影响，然而，有很多

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还会对当事
人的声誉和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
面对这些网络谣言，除了相关部门及
时辟谣，谣言的受害者，也可以主动

“追责”。
一般而言，网络谣言侵害的是

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类似于“基
站越大，辐射就越大”“手机辐射能
爆爆米花”等谣言侵害的是公共利
益，辟谣之后，相关部门可以依法追
究造谣者的责任；如果谣言对个人
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个人同样也
可以依法“追责”。现实生活中，面
对甚嚣尘上的网络谣言，积极“追
责”的多是相关部门，个人基本都选
择了沉默，这就使得一些散布谣言者
有恃无恐。

减少网络谣言，需要相关部门及
时辟谣，也需要网络谣言受害者学会

保护自身权益。只有越来越多的网
络谣言受害者，在自身权益被侵害之
初就勇敢站出来，通过法律手段来维
护自身权益，才能形成网络造谣必然
担责的局面，也才能还网络一片干净
理性的空间。

□张宝峰

前一段时间，外地一小学给一年级学
生发了一本“好习惯手册”，上面列出10条
好习惯，并要求家长记录下孩子们的实施
情况，坚持21天。

刚开始，很多家长并不理解学校的做
法，毕竟有些好习惯家长自身也很难做
到，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不少家长
发现孩子身上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众多家
长纷纷效仿。

每个家庭都想有一个好家风，而好家
风往往来自一个个好习惯。

明末清初的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很
重视家风的塑造，他明白好家风源于好习
惯。在《朱子家训》的开篇，他就教导子孙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
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清朝名臣、

《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也懂得好习惯的
重要性，他劝诫子女“四戒”“四宜”——“一
戒晚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

“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爱众，四宜慎
食”。他甚至认为孩子能否成功，关键看能
否做到这“四宜”。

无论是朱柏庐的“黎明即起，洒扫庭
除”，还是纪晓岚的“戒晚起”“戒懒惰”，
关注的虽是生活琐事，但正是这种规则
化要求，才能培养子女良好的生活、学习等
习惯。

任何一种家风，于外是风气，于内是规
则，而这种规则的建立，来自习惯的不断强
化和传承。

心理学研究发现：3 周以上的重复会
形成习惯，3 个月以上的重复就会形成稳
定的习惯。一些孩子没有好习惯，问题
往往出在父母身上。一个不懂规矩的学
生，背后一定有个规则意识缺失的家长；
一个喜欢抱怨的学生，背后一定有个心
浮气躁的家长。孩子良好习惯的养成，
不能光靠提醒和督促。孩子是家长的
影子，家长的示范引领，远比单纯地说
教效果好得多。因此，家长要学会和孩
子一起成长，自己改掉坏习惯，养成好
习惯，才能为子女系好传承家风的第一颗
扣子。

提高失信成本，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提高失信者的失信成本，形成让失信者寸步难行的制度约束，让他们丢丢人、出出汗、
作作难，诚信才能成为更多人的一种道德自觉。

网络谣言受害者也要主动“追责”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减少网络谣言，需要相关部门及时辟谣，也需要网络谣言受害者学会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
权益，才能形成网络造谣必然担责的局面，也才能还网络一片干净理性的空间。

您对幸福家庭家风有什么想说
的话？欢迎投稿至邮箱 lywbpl@
163.com。

好家风
源于好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