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笔者在相关执法部门了解到一

种情况，群众若有举报投诉的，他们一律立

案查处，若没有举报的就不会查处。这种

做法乍一听有点道理，其实不然。

“民不举，官不究”，这是我国古代封建

官僚所谓的“为官准则”，其实并不具备“勤

政爱民”的素养。如今有些部门却仍然信

奉这条准则，无疑是走入误区。

诚然，在群众举报投诉中发现违法违

纪违规线索，进而查处违法违纪违规分子，

是我们当前开展反腐败斗争、惩治不良风

气、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的一

条重要途径。但是，这不应是唯一的途

径。比如，有的单位或有的人出现不正之

风时，一些知情的群众却因为这些不良行

为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便“事不关

己，高高挂起”；或者，有的群众虽然知情，

但害怕遭到打击报复而不敢举报。还有个

别的违法违规者虽然问题严重，但隐藏得

较深，一般群众根本无法知道内情，因而也

就无法举报。甚至有些社会不良行为或有

悖于伦理道德的，就发生在眼皮底下，一些

人也“睁只眼，闭只眼”。诸如上述情况都

会导致举报投诉过程的中断，变成了一种

“民不举”的假象。然而，不良行为与作风

依然存在。因此，相关部门若采取“民不

举，官不究”的态度，就会使许多违法犯罪

及不良风气继续祸国殃民，群众怨声载道。

事实上，有些违法违纪违规者的行为，

即使没有群众举报投诉，也是“和尚头顶的

虱子——明摆着”。比如，有的地方投资数

百万元建成一段公路，但公路仅两三年就

面目全非了，这就很可能存在马路上的腐

败；再如，有的基层单位仅几十人，业务不

大，但每年的招待费却高达几十万元，这就

很可能存在嘴巴上的不良风气。还有像违

章建筑、占道经营、赌博吸毒、出售假冒伪

劣商品及危害群众生命健康食品药品等

等。如果只是“民不举，官不究”，哪有百姓

的安全感、幸福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岂

不也成了一句空话。

因此，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将反腐败与同社会不良风气的

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相关部门不但要把群

众举报件查个水落石出，还应该主动出击，

把群众没有举报的事件，结合各部门及科

室的职责范围，建立长效机制，定期或不定

期督查或随机抽查或巡查等，将违法违纪

违规者彻底查处。惟有如此，才能营造更

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让我市各项事业

发展更上一层楼。

夜里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一对母子非

常有趣的对话：“妈妈，你看，人有两只眼

睛，对不对？”“是的。”“那为什么看到的是

一整片的场景，而不是两个场景？”“这问题

要不回家问问你爸？”“就是为什么看到的

场景不是从鼻子这里分开呢？左边和右

边，中间要么断开，要么交叉起来吖！”“嗯，

比你老娘厉害了，我小的时候可没想这么

深奥的问题……”下面还配了一张孩子创

作的很有童趣的图画。

于是，笔者在下面写了评论：“这问题

真好！你孩子多大了？”朋友回复说：“他总

喜欢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上小学二年

级了。”感觉意犹未尽，又在微信中给朋友

发去了消息：“越稀奇古怪越好。想办法给

找到解释。只是随着年级升高，学校教育

的不断介入，到时候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大部分孩子的想象力、创造力就是这样被

扼杀的。”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作为大人

也很想知道答案，难得孩子能将自己的思

考提出来，包含丰富的童心和好奇心。

朋友说：“孩子从小喜欢跟我唠嗑，会

问很多很多问题，现在问的问题我是更答

不上来了。我希望一直保持这样的亲密关

系和保护他这样想象力的。”我回复：“正是

孩子最爱提问的年龄，好好指导或共同寻

找答案。这种好奇心才是激发孩子学习兴

趣的最好动力，值得细心呵护。”

曾经看过一幅讽刺教育的漫画，记忆

深刻。一群孩子在走进学校前脑袋都是千

奇百怪各种形状的，里面装满各色各样问

题，从学校出来脑袋都是一个标准模样了，

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流水线式的学校教

育，加上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逼迫，一味地

为应试而追求的划一标准答案，将绝大部

分孩子脑袋中的奇思妙想弄没了。教育者

不仅没有耐性认真应答孩子提出的疑难问

题，有的甚至还加以无情的呵斥，随着年级

的递增，也就难怪孩子越来越不会提问题

了。

由于孩子的提问得不到合理、科学的

解释，以及被教育者以不屑的姿态对待，难

怪孩子不再也不敢提问题了，加上学业负

担日渐深重，久而久之，孩子就提不出问题

了，那些宝贵的好奇心也就此泯灭不复。

好奇心原本能激发孩子强烈的天然学习兴

趣，促进孩子学习动力的形成，好奇心一旦

彻底失去，只剩下功利的考试分数目标，那

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就成为无水之

源，纯粹的应试教育就这样将孩子的好奇

心折腾得杳无踪影。

如何在应试教育的夹缝中，呵护孩子

的好奇心还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其实也

不外乎陪伴孩子走进大自然扩大视野，让

孩子通过阅读打开眼界，积极参与各项实

践活动，培养动手动脑习惯和能力，可惜留

给孩子这种渠道的时空也越来越缥缈。

北京青年报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发现，有几十家店铺将零食包装成恶搞礼物，这些零食
的售价在几块钱到十几块钱不等，大部分是以“礼盒装”形式售卖，美其名曰“整蛊、恶搞”，一
些商家还“贴心”地备注上“保密发货”。同时记者在一些买家秀的照片中发现，此类低俗的
所谓恶搞零食包装上，往往没有备注生产厂家等信息。据了解，今年以来，多地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开展有关“网红”产品整治行动。 （蒋燕南画）

“路怒症”通常指因开车时交通堵塞或因不理解其他司机的驾驶行为，从而产生愤怒情
绪。在这样的情绪下，发作者可能会作出胡乱变线、强行超车、闯黄灯、骂脏话等行为，严重者
甚至可能会攻击其他车辆或司机。治理“路怒症”需要综合施策：加快交通建设，从物理上彻
底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对“路怒症”演变成违法行为造成后果的，要采取严厉打击措施；加强
对驾驶人员心理的调适和教育，在驾驶证培训环节增加一些驾驶心理的教育培训课程，从早期
阶段进行干预。 （陶小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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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有些“网红”产品得治

马路“情绪杀手”怎么防

“民不举，官不究”要几时休？
■孙德胜

请细心呵护孩子的好奇心
■高振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