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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要4500元生活费遭拒何错之有？

□ 王继洋
近日，一个大一女生的求助

帖走红网络，她认为一个月2000
元的生活费根本不够花，希望母
亲给自己每月4500元的生活费，
但却遭到了母亲的拒绝，她觉得
自己很委屈，希望网友能给出解
决办法。消息一出网友纷纷炸
了锅，“4500元？读书读傻了吧”

“应该接受一下社会的毒打”。
在几个家长群里聊起这个事

情，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如果事情
属实，那么一个月4500元的生活
费太高了。正如网友说的那样，

“等你毕业之后，你就发现了，你
一个月根本就赚不了4500元，到
时候你不仅要吃喝，还得租房，所
以年轻人，要认清现实。”

从帖子的内容来看，这个女
生在四川成都上学，而成都的消
费水平要低于北上广深这些一
线城市，而且有媒体调查数据发
现，四川私营单位2018年的年平
均工资才43352元，平均到每月
很多人的收入都不到4000元。
至于刚毕业的大学生，一般的月
收入也都在4000元以内。所以
说到底，每个月4500元的生活
费，在成都可以过上相对优越的
生活了。

问题在于，这个女生是去读
书的，可从她的生活开支来看，
她更像是去度假的——— 要买护
肤品，要买衣服，不能天天吃食
堂……可是，护肤品不需要每个
月都买的，衣服也是，就餐也不
至于天天下馆子，2000元的生活
费其实绰绰有余了。可是，这名
女生在被母亲拒绝后，想的不是
母亲的不易，而是“有没有什么

解决办法”。这样的思维逻辑，
很容易让人想到那些用裸照换
取校园贷的女生——— 为了高档
手机、漂亮的衣服或者享受顶级
美食，她们是可以做到不顾一切
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读
大学成为很多人享受人生的起
点，当这种对享受的追求失去理
性之后，有些人还没有进入社
会，人生便陷入了毁灭。这可能
与如今的中学教育过于刻苦有
关，比如今年热播的《少年派》

《小欢喜》及前些年的《小别离》
这类聚焦中高考的电视剧，之所
以被追捧，正是因为比较真实地
再现了中国家庭面对中高考时
的焦虑与无奈。“考上大学就好
了”，这句被无数家长重复的话，
也让一些寒窗苦读的孩子，潜意
识里认为，大学就是读书的终
点，是苦尽甘来的起点。

从这层意义来说，让孩子好
好读书没错，但塑造孩子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课程”，
在中学时代也不该落下。最起
码，要让孩子明白，父母的钱并
不是大风刮来的，每个人都有追
求美好生活的梦想，但实现梦想
要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在身体
已经成年的情况下，还像中学时
代那样，心安理得地伸手向父母
要钱。

为人父母，疼爱孩子没错，但
其实在有些时候也该学会拒绝孩
子。比如这个拒绝女儿4500元生
活费的母亲，直接拒绝孩子其实
是对的。即便她有足够的钱支付
女儿每月4500元的生活费，也不
该妥协。多余的钱完全可以存起
来或者买个理财产品，等孩子大
学毕业之后，要买房子或者是要
创业，都能支援点，而不是现在拿
过去给孩子挥霍。

让孩子好好读书没错，但塑造孩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课程”，在中学时代也不该落下。最起码，要
让孩子明白，父母的钱并不是大风刮来的，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但实现梦想要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
在身体已经成年的情况下，还像中学时代那样，心安理得地伸手向父母要钱。

彻除校园安全死角，不让悲剧再次发生
用鲜血“测评”出校园安全漏洞，不能糊弄了事。弱不禁风的栏杆、违反国家标准的双层床，以及其他校园设施，眼

下亟需排查它们的安全性能，该拆掉重建的就要拆掉重建，该重新购买的就必须重新购买。悲剧固然只是个案，但是
悲剧落到哪个家庭头上，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

□ 沈彬
今年的9月2日是开学的第

一天，这一天，四川巴中市第七
中学高一学生赵某某和李某某
靠着的教学楼铁栏杆突然断开，
两人从五楼坠下，造成一死一伤
的严重后果。从视频监控中可
以看到，教室外走廊的铁栏杆相
当纤细，两个男孩只是向后靠
倒，整面铁栏杆就倒了下去。

悲剧本不该发生。肉眼可
见的颤颤巍巍的教学楼外走廊
栏杆，为什么一直没有加固？下
层只有筷子粗细的钢筋，能承担
起未成年人的生命安全之重吗？
巴中七中的老师、领导为什么会
对这种隐患长期视而不见？国
家公布的《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
范》明确规定：“外廊栏杆……不
应采用易于攀登的花格。”“阳台
等临空部位必须设防护栏杆，防
护栏杆必须牢固，安全，高度不
应低于1.10m。防护栏杆最薄弱

处承受的最小水平推力应不小
于1.5kN/m。”但是，让人遗憾的
是，巴中七中的外走廊，用的就
是被国标禁止的“易于攀登的花
格”，以及一碰就倒的、远没有达
到国标安全程度的栏杆。

有国家标准而不遵守的，还
不止于教学楼栏杆。在开学时
节里，央视还报道了双层床变

“伤人床”的问题，原因是一些双
层床不符合国家标准——— 围挡
太低、踏板间距过大。一位从上
铺摔下的女生的腰椎压缩性骨
折，造成五级伤残，可能终身都
摆脱不了大小便失禁的痛苦。

对双层床的国标明确，连续
两踏脚板上表面间距为250mm±
50mm，导致女孩摔落的双层床
的间距居然长达340mm，女孩在
出事之前就感觉下床的时候，脚
一直够不着，终于悲剧发生了。

而且这样不符合国家标准
的“伤人床”并不是个案，记者在

各大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存在
安全缺口偏大、踏脚板无防滑措
施等问题的双层床相当泛滥。
据相关部门对舆情的监测，网上
关于双层床导致的伤害案例多
达29起，其中导致7人死亡，其中
80%伤害案例来自于学校。也就
是说，“伤人床”的悲剧远没有画
上句号，还在很多阴暗角落里等
待吞噬年轻的生命和青春。

从细钢筋的教室外栏杆，到
技术参数严重“缺斤短两”的双
层床，都是明显违反国家标准、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校园常用
设施。悲剧接二连三地发生，现
在，必须彻底打扫校园的安全死
角，不能再用孩子的生命去侥
幸、去赌博。

用鲜血“测评”出校园安全
漏洞，不能糊弄了事。弱不禁风
的栏杆、违反国家标准的双层
床，以及其他校园设施，眼下亟
需排查它们的安全性能，该拆掉

重建的就要拆掉重建，该重新购
买的就必须重新购买。悲剧固
然只是个案，但是悲剧落到哪个
家 庭 头 上 ，就 是 天 塌 下 来 的
大事。

特别是像违反国标的问题
双层床，显然是一个积弊已久、
存量巨大的问题，应该把这个严
肃问题纳入各个地方教育部门
的议程中，在全国范围内对双层
床安全质量问题进行排摸：到底
有多少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双层
床还在使用？如何实施技术改
造、产品召回？需要投入多少资
金？既然劣质双层床是系统性
安全风险，就需要系统性解决，
不能够当成个案来解决，必须拿
出整体性的解决方案。

校园安全是社会安全的底线
所在，是一根触碰不得的神经，必
须彻底打扫校园的安全死角，不
能让悲剧再次发生。

救援队员牺牲
驴友应当反思

□ 果冻
最近，深圳蓝天救援队队

员许挺秀、尹起贺在广东省惠东
县白马山救援野外溯溪的24名
驴友过程中，遇到山洪后失联，
经过搜救，两名队员的遗体分别
于8月26日和27日被找到。9月3
日，蓝天救援队为两位牺牲队员
举行了告别仪式。

此次系蓝天救援队成立以
来首次有队员牺牲。作为国内
一家民间公益性人道救援组
织，蓝天救援队近年来参与多
次山地、水上、洞穴和城市救援
行动，在业内享有良好声誉。
同时，据网上资料，作为国内较
早提出走专业化路线的民间救
援团体，蓝天救援队一直重视
队员培训的工作，聘请经验丰
富的队员担任教官，也会安排
队员到国内各家救援培训基地
学习。在此情况下，两位队员
的离去实在令人惋惜，而在训
练有素的情况下依然牺牲，也
说明此事带有意外性质。

近年来驴友自发组织户外
探险活动，遇险后导致伤亡的
新闻一直不断。仅今年夏季，
就有广西兴安县、浙江永嘉县
等地相继发生数起驴友探险遇
险事件。以往传出此类消息，
涉事驴友都会因为救援活动消
耗大量社会资源而受到多方批
评。但也有意见认为，驴友也
是纳税人，遇险后当地政府动
用公帑进行援救，这无可厚非。
而如今全国各地一些地方为发
展当地经济，大力发展探险旅
行路线，但相应的信息提供、预
警和救援设施严重不足。换言
之，驴友不顾风险盲目进山应
该批评，但探险旅游大发展的
背景下，地方部门相应营救配
套不足，也需要改进。

但此次蓝天救援队有队员
牺牲的事件，已不是该不该向遇
险驴友收费，或者救援费用应该
如何分摊、由谁来出的问题。此
次牺牲的队员之一尹起贺，生前
曾在笔记本上写下四个大字，

“命比天大”；现在出了人命，给
逝者家庭带来巨大痛苦，而人的
生命是无法用任何金钱来衡量
的——— 无论对于驴友还是救援
队员皆是如此。

应该说，为保障驴友出行
安全，近年来社会上的讨论不
少，从加强教育、完善惩罚机
制，到建议立法来进行规范，不
一而足。而此次有救援者牺牲
的事件，则为每一位喜爱户外
探险的驴友敲响了警钟，一旦
遇险，不仅有经济后果，也可能
造成人命后果，因此探险者无
论对己对人，都是有道义责任
的。每一次出行，安全风险有
多高，前往地点天气地质水文
条件如何，自己的体力和心理
准备是否到位，野外技能是否
足够应对最危险的情况，装备
后勤保障做得如何，都要心里
有数，宁可保守，不可冒进。否
则，因为自己的冒失轻率，让他
人送命，无论主观意愿如何、事
情是不是意外，自己恐怕一辈
子都难以心安。

景女士家住在黄石市某小区，据她介绍，1日傍晚，她带着儿子在小
区里散步正准备回家，突然从高空飞来一个黑色塑料袋。听到动静后，
景女士连忙拉着儿子避让，塑料袋掠过两人的头顶，砸在了两人身后的
草坪上。景女士对此十分生气，当时便报了警。民警翻看已经破损的
垃圾袋后，发现袋中是一些厨房垃圾以及包装袋，从其中一个快递包装
袋上，民警惊讶地发现，上面写的收件人竟是景女士。原来，景女士的
丈夫将垃圾袋放在门边的窗户上，准备次日丢掉，结果后来忘了，他怀
疑垃圾袋是被风吹下了楼。 据9月4日《楚天都市报》

人在楼下正悠哉，
天上掉落垃圾袋。
报警查到自家人，
庆幸过后是无奈。

绘画 王怀申 配诗 王继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