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月9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版面设计：李烜 15新闻热线 2151666

念白勺·杂谈

上周奇事辣评
本期述评：赤足

� � � �百岁父母去世后， 八旬亲兄妹撕破
脸皮争夺遗产

提倡生前订立遗嘱

龙泉一对老人以百岁高龄去世，子女均已 80 多岁。
老人遗留下一处老房，被征收后有 80 多万元补偿款，由
在家照顾父母的儿子张某甲领取，在外地生活的妹妹张
某乙随后将哥哥告上法庭，要求平分。 龙泉法院审理后
认为，张某甲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应继承大部分遗产，判
决张某乙得到 18 万余元。 （据本报 1 月 3 日 6 版）

八旬亲兄妹为了争夺遗产而撕破脸， 这让已经百
年的父母情何以堪！ 再好的感情都经不住物质的摧毁，
诱惑够大的时候， 人总会暴露出自私的一面。 高尚也
好，低俗也罢，事后感慨，毫无用处。 作为老人，特别是
在老龄化社会来临之际， 生前订立遗嘱应该得到广泛
提倡。 因为遗嘱继承是比法定继承优先的，什么事情闹
到法院总会显得很悲催。 生前安排好遗产，也省得子女
们闹腾。 并且在我看来，遗嘱继承有时候比法定继承更
为合理，父母可以根据家庭生活实际情况、子女们的经
济情况和孝顺程度等等因素综合考虑遗产的分配。

母子争吵，16 岁小伙子被扔在高速上

气头上不该有的出格

16 岁小伙子小魏跟着父母跑运输，2019 年元旦
夜，父母把车开到莲都停车区准备买方便面吃，小魏不
想吃泡面，对母亲的问话爱理不理，母子爆发了争吵。
父母一气之下，把小魏扔在服务区自己开车走了。小魏
在高速上边哭边走，高速交警发现后，联系到小魏的父
母，一通教育批评，一家人才和好如初。 （据本报 1 月 4
日 6 版）

这事双方都是气头上做出的出格举动，俗话说，一
个巴掌拍不响，不能简单地说谁对谁错，教育告诫的时
候往往是各打五十大板。 小伙不应该挑三拣四，不珍惜
父母的劳动，父母不应该跟孩子赌气，甚至把孩子一个
人扔在服务区。 要知道叛逆期的孩子很容易做出过激
举动，稍微引导不好 ，就会误入歧途 ，一旦产生不良后
果，父母又追悔莫及。 当然，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一本
经，没有什么人生导师的金句良言能够指导一切。 自己
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尽量耐心温和地善待亲人和
周遭。

丽阳门公园公共自行车坐垫被涂胶水

“文明工程”需要监护

晚报读者叶先生散步至市区丽阳门公园时， 看到
该处公共自行车站点的自行车坐垫上都被人涂满了胶
水。 管理员戴大姐怀疑是附近玩耍的小朋友搞的恶作
剧。 公交公司工作人员呼吁广大市民要爱护公共自行
车。 （据本报 1 月 5 日 4 版）

文明是一项系统工程，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项工
程的铸造者。 这项工程的水泥用的是“自觉”牌的，但工
程质量必须依托于监工。 孩子的天性都是好动的，对一
切事物都充满好奇，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感知认识这
个世界，甚至是破坏性的恶作剧。 即便是成人，有时出
于情绪发泄，也会对公共设施加以破坏。 对这些破坏行
为，最好是能够利用监控系统找到当事人，将其记入个
人信用系统，让其承担犯错的后果，比如不能乘坐公交
一年时间等等，这是对文明工程最大的监护。

核心观点
老人被骗已经成为普遍性社会问题，老龄化社会为“银发浪

潮”做好准备，不仅是个人的小事，也是国家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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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底线思维”助力城中村改造
市直 小七

� � � � 随着城中村改造工作的不断推进 ，
人民群众对改造工作的关注度也越来越
高。 笔者作为一名参与城中村改造工作
的抽调人员 ，走村入户 ，面对群众 ，体会
颇多。 应该说，广大群众对这项工作还是
相当理解和支持的， 然而因城中村改造
而产生的一系列变化和问题， 也让一些
被征收户不知所措， 如何理性对待这场
变化，是被征收户必须认真面对的一课。

守住婚姻的底线。 婚姻不是儿戏，一
些人却把离婚当作争取更多征迁补偿的
手段。 也许在一些群众心里，这只是打了
一个擦边球， 等到拆迁结束再复婚也不
迟。 然而事实是当你拿到离婚证时，在法
律上夫妻关系已经终止。 在现实生活中，
假戏真做的事屡见不鲜， 夫妻一场从此
变为路人， 结果往往是赢了金钱输了婚
姻，或是输了金钱也输了婚姻。

守住亲情的底线。 在金钱利益面前，
一些人把亲情丢在脑后，一寸一分不让，

亲人变为仇人。古人云：德不配位，必有殃
灾。 这是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理，厚德才能
承载万物。 为了金钱利益置亲情于不顾，
这种代价到底值不值得，只有当事人才能
体会得到。

守住财富的底线。如今在很多人眼里，
拆迁等同于发财，一句你家拆迁了吗？就意
味着不久的将来会拥有巨大的财富。 水能
载舟亦能覆舟，财富也是一把双刃剑。很多
拆迁户盘算着如何管理这笔财富时， 也有
不法分子盯上了你，所以要有安全意识，保
持清醒的头脑，不碰黄赌毒，不让诈骗分子
得手。 一些拆迁户面对突然而来的巨额拆
迁款，晕头转向，失去了方向。 君不见一些
拆迁户迷上赌博， 一夜之间又回到了解放
前，不仅输掉了财富，也输掉了人生。

城中村改造是一项民生工程，希望我
们的群众在这项工作中受益，更要用自己
的理性和智慧，善待财富，善待亲人，用心
经营自己的家庭，奔向更美好的明天。

核心观点
城中村改造是一项民生工程， 望我们的群众在这项工作中

受益，更要用自己的理性和智慧，善待财富，善待亲人。

彻底清除“会销”这一杂草
市直 一言

� � � � 去年 12 月 19 日， 晚报对 18 起保健
品“会销”大案进行了报道，6 家企业被罚
50 万元以上， 消费者购买保健品可“100
天无理由退货”。 消息一出， 赢得一片叫
好，看得出来，不少人是苦于此事多年了。

某些不法分子常常通过会议宣传 、
健康科普讲座、在线网络视频讲座、健康
义诊咨询、基地参观旅游、免费体验等方
式开会搞营销， 诱导老人购买高价保健
品，简称“会销”。 不少老人就在这种“攻
势 ”下 ，花大价钱买了匪夷所思的 “保健
产品”。

这样的“会销”，实在可恨，但为什么
老年人容易上当受骗？ 平时在菜市场里
斤斤计较的老人，一旦听上几次课，花几
千元或上万元买保健品， 为什么一点儿

都不心疼？ 有专家用正向偏误来解释，说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容易过滤掉生
活中的不良信息，更愿意保留接受正向的
信息，导致他们容易相信别人。 也有专家
指出，孤独寂寞的老人会执迷于推销人员
甜言蜜语的热情相待。 从受骗人数、涉及
家庭、影响地域等来看，老人被骗已经成
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在这条黑产业链上 ，不只是“会销 ”，
还有针对老年人的小报小刊、 生产企业、
场所提供者等，都是利益相关方。 面对这
一链条，监管部门要积极作为，不能缺位、
失语。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及时曝光
各类 “骗术”， 提升全社会的防骗识骗能
力，遇到“馅饼”懂得求证核实，发现可疑
情况，能够及时采取措施；另一方面，加大
日常监管力度，督促市场主体、会议营销
场地管理方等牢固树立依法规范经营的
理念，哪怕可以从中获利，也要坚决向骗
子及其“接洽”“合作”等一切事宜说不。此

外，还要加大刑事打击的力度，相关职
能部门要从维护稳定的大局出发，“打

早打小”，全力追赃挽损，通过
防范打击，遏制犯罪苗头。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一天，一
个走向重度老龄化的社会 ，为
“银发浪潮”做好准备，不仅是个
人的小事，也是国家的大事。 家
庭 、子女 、全社会都应该行动起

来，多管齐下，彻底清除“会销”这一杂草，
为老年人撑起法律的保护伞。

� � � � 保健品不是药品 ， 无法治
病。 应注意防范“价格越贵越好”
“功能越多越好 ”“保健食品能保
人长寿”等误区。 新华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