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恩是爱心最好的催化剂

38 岁的嵩县女婿杨明景爱做公
益。从2003年起，他陆续捐款近200万
元，仅去年一年就捐款26万元。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杨明
景之所以热心公益，乐于帮助别人，是
因为他小时候被帮助过。

杨明景年幼时，父亲去世、母亲改
嫁，身无分文的他从安徽巢湖一路流浪
到嵩县，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开了一
间蛋糕店。正如他所说：“要没有好心
的 嵩 县 人 帮 助 ，我 可 能 现 在 还 在 流
浪。是嵩县人教会了我咋做人，我要
报答他们。”

正是这种感恩情怀，激发了杨明景的
慈善之心，知恩图报的念头像朴素而坚实
的一块块砖，铺就了他15年的公益之路。
事实上，多数人并不缺乏爱心，他们只是在
等待一个被触发、唤醒、催化的机会，而感
恩是爱心最好的催化剂。

感恩是一个人爱心、良心、善心、责任
心的综合体现。对父母没有感恩之心，很
难学会孝顺；对朋友没有感恩之心，不会
懂得友情；对他人的帮助没有感恩之心，

不会拥有快乐……
真正的善行，不只是一个人献出爱

心，另一个人欣然接受，更是接受爱心
的人，把爱心传递出去，延续下去。爱
心的最好传导方式是形成一个爱的“闭
环”，让爱心循环往复。爱心的传递不
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种裂
变，是通过无数个感恩，裂变出更加有
力的道德力量。

总有一种感动让我们深刻铭记，
总有一种爱心让我们用心传递。当
接受别人的帮助时，咱是不是也可以
同 样 释 放 自 己 的 善 意 ，继 而 做 出 善
行，让爱传递下去？

这两天，“晚报暖心垫”的知名度越
来越高，越来越受市民欢迎，不少市民
提议让这份温暖覆盖更多的公交线路。
让暖心垫多起来，不只需要更多爱心人
士、爱心企业的捐赠，更需要乘客参与其
中，比如，爱惜它或者在遇到老人、小
孩、孕妇时让个座，使“晚报暖心垫”形
成一个“爱心闭环”，让小小的坐垫温暖
更多人。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爱心的传递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种裂变，是通过
无数个感恩，裂变出更加有力的道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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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未明
莫先一棍子打死

我市警方侦破一起特大网络荐股
诈骗案，查清被害人达 148 人、案值近
300 万元。

网络时代，这样的经历不少人应
该都有，QQ上线后，不时有各类“荐股
群”邀你入群，从不炒股的人可能视而
不见，但想炒股赚钱又不懂股票的人，
看到“荐股群”显示的“牛股”“黄金股”
字样，被吸引后，可能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进群。

客观地讲，并非所有“荐股群”都是
来诈骗的，但作为个人，在不真正了解
对方性质和目的之前，就算对方说得再
美，也别轻举妄动，这种定力，来自对财
富的理性认识。

追逐财富无可厚非，但任何事情都
有规律，尤其对于股票、黄金、期货等技
术含量较高的投资项目，签订严密合同
或找正规机构理财更可靠，如果自己对
此一窍不通还挣钱心切，被骗的概率就
很大。

无论非法集资者还是诈骗“荐股
群”，操作者都是精准把握了投资者急于
求富的心理。这种心理，对投资者而言

是一个“过滤器”，这个“过滤器”自动过
滤掉所有的风险警示，只聚焦在仿佛唾
手可得的财富上。对诈骗者来说，投资
者渴望发财的心理，是行骗时最好的一
张网，只要精准投“饵”，对方就会轻易落
入网中。

防诈骗，说难也不难。一不信天上
掉馅儿饼，二不信一夜暴富，三要坚信
靠自己双手致富。其实，很多上当受骗
者事后回忆起来都会说，“是贪心害了
自己”。

因为贪，人心不惮冒险，对巨大的投
资风险视而不见；因为贪，人心拒绝等待，
深信发财可以“速成”，对所谓的发财信息
不愿仔细甄别；因为贪，人心愿意豪赌，遇
事时投机心理往往占上风。

人生财富是靠智慧、汗水、经验累
积而成的，依靠他人许诺的高利率、低
风险轻而易举发大财，这个梦不要做，
这条“捷径”不要走，急功近利，只会使
自己陷入被动。

道理很简单，如果遍地黄金，俯拾即
是，那还不到处都是富翁？谁还会费时
费力、千方百计地来忽悠你？

□许之

对于社会热点事件，人们
往往好奇心爆棚，在潜意识里
常常以个人好恶采取选择性相
信、传播，对亲友所谈之事更没
有抵抗力。

去年，有个老年朋友在微
信里看到老家一小孩失踪的消
息，心急火燎地转发，并恳请朋
友们帮忙转发找人。次日，她
发现绑定微信的银行卡莫名其
妙被划走了 3000 多元，询问当
地警方才知道小孩失踪一事纯

属子虚乌有。
去伪存真，练就一双“火眼

金睛”，既是一种素养、一门学
问，也是一种技巧和能力。与
个人辟谣相比，相关部门、单位
尽快厘清事实，及时、准确地还
原事件真相更重要，如媒体应
积极引导、条分缕析，利用辟谣
栏目引导广大受众提高辨识能
力，摆脱认知误区。

多管齐下，让“谣言粉碎
机”飞快转起来，才能共同营造
一个健康、真实、和谐的网络舆
论环境。

生活没有发财的捷径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人生财富是靠智慧、汗水、经验累积而成的，依靠他人许诺的高利
率、低风险轻而易举发大财，这个梦不要做，这条“捷径”不要走。

近日，“女教师扒车门阻挠高铁运行”一事传
得沸沸扬扬，大家各抒己见，议论不休。11日，一
条以“挡高铁女教师丈夫是刑警大队长”为主题的
网闻再次发酵，经调查核实，该信息纯属谣言，发
帖人戴某某已被警方抓获。

□灵魂鸟

笔者认为，一件事发生后，
真正原因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该咋处理应由法律裁决，如果
像上述发帖人那样添油加醋，
趁机编造谣言污蔑他人，害人
害己。

常言说“十里没真信儿”，
笔者举个例子，大家听听。

街上面对面有两家羊肉汤
馆，平时各干各的，生意都不
错，实际上，当谁家客人多时，
另一家就暗地里不高兴。去
年，其中一家因没及时“煤改
气”被停业整顿。这时，另一家
除了“幸灾乐祸”，老板还找了
个“托”坐在店里，逢人就说那
家汤馆的羊肉不合格，早就该
关门了。就这样，一传十，十传

百，说三道四的人越来越多。
当被查封的那家汤馆整顿好、
重新开张后，却没人去喝汤了，
眼看着原来的回头客都进了对
面汤馆，并且自己还莫名其妙
接到卫生部门的“传票”，老板
奇怪之余，偷偷拦住一个老主
顾询问原因，这才知道是咋回
事……再后来，造谣汤馆的老
板和他雇的“托”都住了几天拘
留所……

面对社会热点，正确的态
度 是 ，对 于 事 件 中 确 有 错 误
的人，应引以为戒，提醒自己
和 身 边 人 不 犯 同 样 的 错 误 。
正 确 的 做 法 是 ，在 真 相 不 明
的情况下，不要主观上“一棍
子打死人”，甚至借机诽谤、
侮辱他人，否则，害人害己，
被罚没商量。

别做谣言的“帮凶”

□梁正

我也说件事儿，记得之前
微信上传着外地一个“市区发
生一起打架事件，造成 4 人死
亡”的“新闻”，经调查核实，所
传内容为一起斗殴案件，但无
人员死亡。为打击造谣传谣行
为，警方当日就将传播视频并
散布谣言的违法行为人抓获。

很多时候，当人们为某个事
件担心，沉浸于无节制地转发
时，其附带的陷阱往往会被人们
急于求证的心理忽略。在这种

情况下，无论是“谣言止于智者”
的提醒，还是网络发布信息实名
制的要求，都会被无孔不入的谣
言蒙蔽，转发者也会忘了传谣是
要负法律责任的。

在上述案件中，公安机关
依法从快从严查处谣言始作俑
者，既是以正视听，也是提醒每
个网民，在网上发布信息要客
观真实，在按下发送键时，要多
些清醒和理智，始终遵守法律
约束和道德规范；当弄不清真
假时，不妨等待官方的权威解
释，为真相辟出通道。

让“谣言粉碎机”
飞快转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