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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
有声
讲述

微信扫一扫，登录喜马拉雅。关注《大连晚报》收听有声专辑《实力热评》

综合广播FM103.3 《实力热评》（周一至周五11：00—12：00）

学生上厕所成“重大违纪”
这样的校规才应该“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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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西怀仁市云东中学一高中生因在晚上上厕所，被学校记严重警告处分，并

自费打印“自我认识”1000份分发，此事引发热议。9月18日，怀仁市教育局回应称，相

关处罚欠妥，校方已退还该学生100元打印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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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下半场：一半看清，一半看轻

自家门店张贴信息可以吗？这个问题需要明确

为自己活一回，啥时都不晚
“我等不了了！我再等下去，我永远都走不了。”
电影《出走的决心》正在热映中。影片里，主人

公李红（咏梅饰）的经历戳中了很多观众的心。作为
姐姐，她要照顾弟弟，被迫把读书的机会让给弟弟。
作为妻子，她要照顾家庭，还要忍受丈夫的尖酸刻
薄。作为母亲，她要帮女儿分担带娃的重任……终
于，她爆发了。在下定“出走的决心”后，她一脚油
门，开启了自驾之旅。

写到这儿，很多人会联想到那位苏敏阿姨。没
错，这部电影就是根据苏敏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
四年前，56岁的苏敏抛开家庭琐事，一人一车上路。
四年来，苏敏一路看风景一路拍视频，还和余秀华、
完颜慧德一起上了热门综艺。

看电影的过程中，苏敏几度落泪，她说，“看到那
个迷失在家务里的‘我’，那个想要为自己活一回而
挣扎的‘我’，那个决心出走去自驾游的‘我’……原
来能被看见是这样一种感觉。”

其实，和苏敏同龄的女性，哪一个没有出走的心
呢？只是囿于现实，她们无法动身。生活中的她们，是
妈妈婆婆、姥姥奶奶、女儿媳妇，唯独不是她们自己。她
们的付出、迷茫以及梦想、渴望，很少被正视、被看见。

年轻时，她们忙工作忙家庭忙子女，退休了又开
始忙子女的子女。为了给子女搭把手，她们常常背
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成为“老漂一族”。她们享
受着天伦之乐，却也承受着难以名状的孤独。

朋友的婆婆就是从老家过来给她带娃的。离开
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交往圈，每日里围着孩子转，也
开心也快乐，但压抑、无聊也会袭来，尤其是娃上幼
儿园后，她一个人在家，没人说话没人交流，站在窗
边，莫名地就想掉眼泪……

《中国新闻周刊》曾发过一篇文章《千万进城带娃
的“老漂族”，他们过得好吗？》，文章中说：身体上的劳
累辛苦还并不是“老漂族”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城乡差
异、社交匮乏、代际冲突、语言障碍、价值认同、社会保
障和公共服务“鸿沟”……都是更大的问题。

除了忙孩子的孩子，这一代女性还有老人要赡
养、照拂。几位同事大姐在退休后，不约而同成为大
家庭中照顾老人的主力。其中一位，因为母亲行走
不便，没法自己上厕所，所以大姐每次外出买菜都是
紧跑紧颠，至于逛街、聚会、外出旅行，这些都不在行
程范围内。还有一位大姐，虽然给老人请了保姆，但
遇到老人生病住院，仍然忙得心力交瘁。

所以，有网友给苏敏留言：“羡慕你还会开车，我们
想出去也没有能力。我们分散在中国的乡村、城镇，是
别人的妻子、妈妈、女儿，逃离不开，只能继续忍耐。”

当处境是这样的处境，怎么办？试着给自己解
绑。朋友的婆婆，赶上朋友放假，就会回老家待几天
透透气。看到老家的山山水水、大院邻居，瞬间感觉

“活”过来了；退休的同事大姐，遇上同学聚会，就把
照顾老人的任务转给爱人和孩子，她必须让自己好
好放松一下。

苏敏说，以前她总觉得要先爱别人再爱自己，如
今，她活明白了，她说，“如果连自己都不爱，有什么
资格去爱别人。每个人在世上只有短短几十年，在
这几十年中一定要善待自己，过好每一天。”

愿每一位女性，都能找到爱自己、让自己快乐的
良方。你快乐了，全世界才快乐。

年轻的时候，总以为把所有人都看个
清楚，所有理都辩个明白，才算厉害。如
今才发现，世间的事物就像河里的泥沙，
看不清，道不明。

人心难测，世事难料，只有放大心胸，
才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到了一定年纪，
你终将明白：能看清，是能力；但选择看
轻，则是一种境界。

把人心看清，把人情看轻。
前半生，总喜欢把出现在生命中的每

一个人，都看得很重。萍水相逢，便推心置
腹；三言两语，就鼎力相助。但往往落魄一
次，才能看清何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人到中年，真正的智慧，是懂得不必
把太多人，请进生命里。没有太多的掏心

掏肺，就不会有太多的心灰意冷。
《菜根谭》中有一句话说得透彻：“饥则

附，饱则扬，燠则趋，寒则弃，人情通患也。”
你以为，真心可以换来真心。只有栽

了跟头，才能看清：不是所有真心以待，都
能得到同等的回应；不是所有全力付出，
都能得到理解与感恩。

要明白，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人情
冷暖是生活的常态。把希望放在别人身
上，就等于把失望留给自己。

把得失看清，把往事看轻。
《了凡四训》有言：“从前种种，譬如昨

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浩瀚宇宙，谁不是匆匆过客，所有的

名利财富都是过往云烟。不要让自己的

心纠结于已经过去的事，不要让昨天的缺
憾取代当下的幸福。如果你习惯性回望
过去，必然会踌躇不前。

其实，生活中苦事、难事，就如那玻璃
碴子，握得太紧，最终扎疼的是自己。

放开手，再耿耿于怀的事，也会变得
举重若轻；敞开心，再锥心刻骨的事，也会
变得云淡风轻。

日子的好坏，从来都在你的一念之
间。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百分百的满分
人生。只有看淡过往，不让那些破事烂事
装满心房，才能腾出空余的位置去收集美
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往事看淡，是送
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把生活看清，把遗憾看轻。

杭州灵隐寺中常挂有一副对联，上联
是“人生哪能多如意”，下联是“万事但求
半称心”。

人生上半场，谁不是心比天高，不甘
平凡。于是一股脑钻进人潮里，开山劈
石，披荆斩棘。然而事实是，人生不如意
事十之八九，平凡是大多数人的宿命。

愚者只能看到生活中苦楚的那一半，
整日心有不甘，黯然伤神。智者善于发现
生活中美好的那一半，明白上天给的剧本
里，每一个篇章皆有意义。

人这一生，一半靠争取，一半要随缘。
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

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
然热爱生活。” 文洞见Moon

9月18日，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天骄街道一商
户发布视频，反映她在门面玻璃上张贴A4纸大小的招聘
信息，被相关职能部门要求罚款。19日，乌兰浩特市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就这一事件发布公告称，由于解释说
明不到位，导致执法对象产生误解。执法人员已当面向
其详细阐释说明了相关规定，并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

不过，不予处罚究竟是因为她的行为本来就不违法，
还是因为违法情节轻微，抑或出于平息舆情的考虑，公告
并未说明。换句话说，其他商户还是拿不准：在自家门店
张贴招聘等信息，是不是都可以“不予处罚”？

按照乌兰浩特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此前的回应，
答案似乎不乐观。9月18日，综合执法局接受采访称，商
户张贴张挂宣传品涉嫌违法违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对此有明确规定。

这样看，虽然结果是“不予处罚”，但在执法机关看
来，处罚依据充足，只是考虑到情节轻微、未有危害后果
等因素，对商户柔性执法，未做实际处罚。这样的回应等
于否定了商户拥有在自己门店贴招聘信息的权利；后续
再有人张贴，未必能有不予处罚的“好运”。

而公众在这一事件中的最大质疑其实正在于：商户
真的没有在自己门店张贴招聘信息的权利吗？

这一质疑并非现在才有。今年3月，湖南省长沙县商
户“自家店铺玻璃上贴招工启事被罚50元”引发媒体关注。
不仅商铺，不少“局外人”出于对公正的朴素认知，也认为启
事贴在商铺橱窗和大门“是自家的事”。

法律规定也确实有争议空间。《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17条规定，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张
挂、张贴宣传品等，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批准。这是执法机关的执法依
据。争议在于，对于“张挂、张贴宣传品”的范围如何理解？
是“只要张贴就算”，还是要作狭义理解，有必要予以限制？

在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中，一个常被提及的法条是
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2017年3月1日第二次修订）第11条：“在城市中
设置户外广告、标语牌、画廊、橱窗等，应当内容健康、外
形美观，并定期维修、油饰或者拆除。大型户外广告的设
置必须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
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根据上述规定，只有
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才需要批准，在自家门店张贴无需
任何机关批准。

如果不是孤立地看待每一部法律，而是对所有法律规
范作体系解释，那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也
应受此限制。如此，应对“张挂、张贴宣传品”作狭义理解，
需要经过批准的仅有大型户外广告，在自家门店张贴则是
商户权利。只是，“内容健康、外形美观”的要求要满足。

当然，究竟哪种理解更符合立法本意，需要通过充分
探讨、争论形成共识。从每一次类似事件发生后公众反
应看，商户有没有权利在自家门店张贴信息的问题，有进
一步明确的必要。明确这个问题，既有利于保障商户权
益，也有助于维护执法机关形象。 据《新京报》

正如这位学生在检讨中所写到的，没有规矩不
成方圆。学校为了更好地管理学生，制定相应的规
章制度本无可厚非。据学校德育处工作人员回应
称，该校每晚10点20分下晚自习，10点45分熄灯。
按规定，熄灯后至11点40分间，除特殊情况外，学生
不许上厕所、随意走动，“担心影响别的学生入睡”。
从学校管理者的角度来看，此举其实是想在熄灯后
至11点40分间，为学生营造一个安静的入睡环境。

然而这样的校规却显然违背了情理，处处透露着
奇葩畸形的观感。被处分的学生在检讨中写道：“这
是因为我自身的原因，没有安排好自身的计划而导致
的。”不知学校的工作人员在审阅这份检讨书时，究竟
作何感想？人有三急，要求上厕所这种事也要制定计
划，甚至是统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实在是强人所
难。说白了，这其实是校方为了管理的便利，从而剥
夺了学生生活的便利。与其说让违反校规的学生自
我检讨，不如说这样的校规才应该“自我检讨”了。

此外，要求学生自费打印1000份检讨书分发，
这样的处罚可远不止是欠妥。学生在学校求学，服
从必要的管理是其义务，但这不代表学校可以任意
进行越界处罚。将带有学生姓名班级的检讨书打
印分发，学生的人格尊严又该何处安放？学校的工
作人员应当明白，自己首先是教育者，其次才是管
理者。丢失了教育者最基本的关怀和共情能力，而
仅仅追求管理的便捷和高效，这样舍本逐末的行

为，注定是无法长远的。
当然也要看到，上厕所不能按计划行事的道

理，学校的管理人员不可能不知道。学校的“知其
不可为而为之”，仍是教育成绩捆绑教育下的应急
之举。人有三急，而在很多学校，教学只有一急，那
就是考试成绩。升学的压力，让高中的时间被压缩
到了极致。该校每晚10点20分下晚自习，次日的
起床时间想必也晚不了。为了让学生们拥有足够
的睡眠时间，应对第二天的学习任务，学校于是出
此对策，以学生的上厕所自由换取管理效率。

涉事学校的校规引发了争议，然而隐藏在背后
的自由缺失并非个例。就算学校不制定校规约束，
在时间的高度压缩之下，能做什么其实也早已成定
数。向学校质问校规容易，但向高中讨要自由并不
简单。此次事件中，学校用校规将高中的自由受限
具体化了。但在现实中，分秒必争的高中生活，自由
受限一直普遍存在着。在以升学率为指挥棒的教育
背景下，自由与升学本就存在一定冲突，但如何让学
生能够妥善处理自由与升学的关系，不也是教育者
的重要课题吗？

最近有媒体发表了一篇《上大学就“自由”了吗》
的文章，指出大学不是自由的天堂，提醒大学生应当
正确对待大学生活。道理的确没错，但很多时候，大
学生可能是在有意或无意地向高中讨回自由。而这
正是教育转接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问题，即从一个极端
过渡到另一个极端。应该承认的一点是，大多数学生
在高中时期是在榨干自由，以至于到了大学疯狂汲取
自由。如何进行矫正，既要大学收点过多的“自由”，
更要高中放点过少的“自由”，这样才是真正的平衡之
道，也是我们的教育需要改进的地方所在。 据红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