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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除陋习的两把“刀子”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从 10 月 8 日起， 丽水交警进一步严查骑
车不规范佩戴头盔的交通违法行为，有些市民
头上虽然戴了头盔，但是没有系好安全扣也将
受到处罚。

骑车不规范佩戴头盔是一种违法行为，也
是一种陋习。

许多人始终看不到陋习的危害，而像被温
水煮着的青蛙一样沉浸其中不知危险 。 在一
座城市 ，个人的陋习会危害到其他人 ，最终 ，
自己也会受到伤害 ， 而这种伤害会以不同的
方式呈现。 比如骑车不佩戴头盔，一旦发生交
通事故，就可能给自己造成巨大伤害。 这种伤
害可能需要对方买单 ，这就害了别人 ，如果佩
戴头盔， 本来这种于己于人的伤害是可以避
免或者减轻的。再比如在路边随地小便。那股
气味，你让过路者如何承受？ 看似自己是舒服
了，但可能就带坏许多人 ，哪天让你也享受到
这样的气味。

陋习就是毒瘤 ，割除这个瘤子 ，需要两把
“刀子”。 其中一把就是持续管理。 管理是一种
提醒，一种推动，提醒大家与陋习保持距离，推
动大家与陋习作斗争。 这样的管理一旦停止，
其提醒推动作用就会慢慢消失 ，所以 ，需要持
续管理，让大家保持清醒，不懈怠。 去年 11 月
以来，丽水交警就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驾乘
电动车、摩托车佩戴安全头盔的整治行动。 几
乎一夜之间，五颜六色的头盔成为丽水街头一
道独特的风景。 但一些市民戴头盔似乎是为交
警而戴。有交警就戴，没交警就不戴。有整治行
动就抓紧戴一下。 交警部门注意到这种情况，
高密度地开展整治行动，保持高压态势。 效果

很明显，戴头盔市民越来越多了。 这样的管理肯
定还需要坚持下去，否则，仍可能出现大面积反
弹。

光这样还不行，所以需要另一把“刀子”，就
是让陋习保有者付出适当成本。 成本高了不人
性，成本低了没作用。 付出适当成本，可以让陋
习保有者心痛， 就会特别注意， 就会有改的想
法。 心动触发行动，陋习就会慢慢革除。 10 月 8
日，国庆长假刚刚结束，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联合发布《关
于办理“醉驾”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其中
关于醉驾的认定和处理的刑事政策作了一些改
动，有的变严了，有的变宽了，宽严相济。 这些变
化，应该说是让醉驾者付出的成本更适当了，但
其威慑力依然保留着。

在我们身边， 陋习很多， 除陋习之路还很
长。 用好两把“刀”，相信陋习总会越割越少的！

摒除这些白事陋习

□ 青田 金茂青

不久前， 我看到自己写的 《老家
“死不起”终结了》一文在晚报登出来，
可高兴了。 可“死不起”在两个月前变
了 ，颠倒了 ，出现了更坏的习俗“死赚
钱”。

两个月前，我老家一个酒鬼，饮酒
过量去世，年仅 58 岁。 他的妻子、子女
从国外赶回来， 请人记账， 收起钱来
了， 还放出话， 村里按人头至少 200
元， 在城里或外地工作的都一一打电

话通知。 来送殡的人大多给了 200-300
元，有的为攀比炫富给 500 元 ，总之越
多越好，真是发死人财了。

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感召下，“死不
起”终结了，是好事一桩，可是“死赚钱”
又来了，这给村人和亲友带来多大的麻
烦？

对于白事 ，送些礼 、发些红包是人
之常情，可是“死不起”“死赚钱”就不应
该了。我熟悉的一个人，他老伴走了，对
我说花了 17 万元。 意思是说自己大方
阔气，我多问了一句，你收了多少？他只
好实说收了 17 万多元， 那不是还赚了
点吗？ 希望有关部门也能引起关注，不
能让这些坏习俗蔓延。

人生要靠自己

□ 缙云 木子锅

朋友阿杰 ，育有一儿一女 ，儿女如
今都是大学生。阿杰夫妻俩各自在单位
里上班 ，没有了接送孩子的苦恼 、催促
辅导孩子做作业的心事，按理说应该轻
松才是，但阿杰还是一脸不高兴。 问其
究竟， 阿杰说因为在县城没有新房，没
有小车，被一直儿女嫌弃。 “我们家就像
贫民窟！”这是儿女常说的口头禅。阿杰
透露，自己把儿女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县
城，买了一套近百平方的二手房 ，并供
养儿女在当地最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
念书，如今儿女长大了 ，反而嫌弃爸妈
没能力了。

更让阿杰痛心的是，孩子花钱大手
大脚，而且出奇地懒惰。放假回家，老是
要吃外卖 ， 还隔三岔五在外喝酒 、去
KTV 等。儿子上大学要用近万元的苹果
手机、高档手提电脑。儿子说，在大学里
用得太差会让人瞧不起。看见阿杰夫妻
满是皱纹的脸庞和充满血丝的双眼，还
有那身皱巴巴的旧衣服，知道他们生活
过得不容易， 他们一年的工资收入，差
不多全交给了儿女。 “父母尚在苟且，你
却在炫耀诗和远方。 ”如此不懂感恩的
儿女，着实令阿杰夫妻俩头疼。

当父母在烈日炎炎下满头大汗地
劳动，你一顿大餐就消费掉他们一天的
薪水，真的不会于心不忍吗？ 当父母被
客户呼来喝去的时候 ， 你却在呼朋引
伴、潇洒度日，真的不会有一丝愧疚吗？
当你穿着一身名牌衣服，父母却在穿被
你淘汰的旧鞋，你就真的不会脸红？ 当
你的知识素养和视野都远超父母，却因
此就嫌弃父母目光短浅、没见过世面？

你活得青春无敌 ， 你过得光鲜亮
丽 ， 却看不见你身后默默供养你的父
母， 他们为了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还
在向这个世界低声下气。这发人深省的
话语 ， 但读不懂的孩子估计还真有不
少。

这样的孩子是怎么造成的？ 资深的
教育专家一再提醒我们：如果你不想孩
子将来成为“白眼狼”，那就不要替孩子
做得太多 ， 不要助长孩子受之无愧的
心 ， 要教导孩子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生
活，这样他们才会懂得感恩。

人生靠自己 ，父母终将变老 ，啃老
一族必将害人且害己。

核心观点

如果你不想孩子将来成为 “白
眼狼”，那就不要替孩子做得太多，
不要助长孩子受之无愧的心，要教
导孩子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生活。

核心观点

陋习就是毒瘤， 需要持续管理和付出适当成本两把 “刀子”割
除。 陋习很多，除陋习之路还很长。

核心观点

对于白事，送些礼、发些红包是人之常情，可是“死赚
钱”给村人和亲友带来多大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