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文明，大公德。无论从
个人的小角度，还是从社会文明建设的

大方向，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营造更文明的
社会环境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性格决定命运，孩子的性格养成基本是在三岁

前。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家风更是影响家族几代人的成长。为啥有的家长溺爱孩子，最

后养出来的都是“白眼儿狼”？因为他们不注重培养孩子的品德，孩
子不懂感恩、更不愿付出，只知一味索取的人又如何能找到真正的幸
福？无视不良习惯，并将这些不文明行为教给下一代，不仅伤害自己、更伤
害亲近的人，甚至会继续影响着下一代。

不要小看了生活中的不文明行为，任何“小毛病”的放纵都有可能是溃堤
之穴。对不文明行为的无视、纵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心态，最终受伤
害的必然是整个团体。小文明，大公德，不仅是要自我约束，也是在面对不文
明行为时，要勇敢说“不”。当年一场“老人摔倒反讹人”的炒作新闻，闹得全
国上下沸沸扬扬，一时间老人倒了不敢扶变成某些人自私的借口，今天回头
再看，不过一则真假难辨的新闻，却生生让这么多年的文明建设倒退。

作为社会上的普通人，我们既要有独自阻止不文明行为的勇气，也
要有曝光不文明行为的行动力；我们也许没办法帮助每一个有困难
的人，但也要能尽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果说雪山崩下时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那修建长城的每一块砖石都是在守

护我们的国家。我们不仅要以文明行为标准要求自己，
也要积极营造更文明的社会环境，人人行动，共

同营造更文明的社会环境。

没有真正的事不关己，
社会是人与人联系的环境，任何

一个地方出了问题，最终受影响的是
所有人。冷漠才是最伤人的，无论是个

人还是国家，都应积极承担自己的社会责
任。就如年初的疫情，全中国人都尽自己的

最大力量配合国家行动，我们即将战胜疫情时，
看着国外某些国家和政客的种种不作为表现，是
不是心里充满了自豪的同时，也在嘲笑着他们的困
境？

一次次的境外输入病例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
上没有真正安全的区域，任何地区的疫情不受控制，最终
会危害到的仍是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我们全力对抗疫情
时，美国以为他们的国家是安全的，我们向被疫情感染的国家
传递抗疫经验及成果时，他们仍觉得没必要如临大敌，结果却
是现如今受感染人数和死亡数居高不下。

现在，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以为自己守得好国门，出口防控产
品，传授经验就可以安心等着，而我们的国家却一直在承担大
国责任，积极为其他国家提供相关专家、设施和援助。是因

为我们的国家钱多的没地花、劲儿多的没地使吗？当
然不是，而是我们的国家在努力为国人、为世界

人民营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见到不文明行为，会不会想
办法阻止？看到有人受伤，敢不敢去

救？拾到旁人的东西，愿不愿意还？文明不仅
仅是自己不做不文明的事，也是要维护文明环境，主

动制止不文明行为。但显然，目前我们看到“正义”最多
出现的地方，是在网络上。人们躲在屏幕背后时可以指点江

山，任意责骂自己不认同的行为，表达不喜欢的态度，甚至是单
方面发泄负面情绪。可到了现实之中，更多的人会先想到自己要
付出什么？会失去什么？是否会被伤害。

为什么人们乐于在网络上指责和嘲笑他人的不文明行为，在现
实中却很少主动阻止那些不文明行为的发生呢？当别人需要帮助
时，当不文明行为应当被阻止时，总有很多不行动的“理由”：老人倒
了不敢扶，因为听说有人扶了反被讹；看到邻居打妻子不敢阻止，怕
将来两家邻居没得做；看到小偷不敢阻止，怕被打击报复……可摔
倒的老人怎么办？被打的妻子怎么办？被偷了东西的人怎么
办？有人会说：“我们不救，总会有别人去救的。”没错，就是这

种“没了我也总有别人去做”的自私心理，让很多人面对
需要救助时视而不见，理直气壮地披上“自我保

护”的外衣，选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无
视每个人都应承担的维护社会文明

环境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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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些人马路上随地吐痰、乱扔烟头，到山林烧纸、河
里排污，这些看似不算啥“大问题”的不文明行为，是老百
姓口中“难抓、难罚”、常管常犯、屡教不改的老毛病。虽然
在现今公共场合里大部分人的行为都较为文明，但日常生
活中仍可以看到这些“小毛病”的身影：墙角堆积的烟头、
昏暗街头点燃的纸堆、路边排水口边残留的厨余油污……

然而，这些看似“小毛病”的不文明行为，不仅影响城
市形象、破坏生态环境，还存在着很多很大的安全隐患：随
口吐出的痰中是否会暗含流感、新冠等病毒，拥挤的人群
也许会引发摔倒和踩踏；山沟田野焚烧的秸秆、烟头很可
能引发山火；排入雨水、河水中的污染物将随着地表水四
处扩散……

任何对不文明行为的无视、纵容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的冷漠心态，最终必然是对公众的严重伤害。文明小习
惯，社会大公德。对于不良习惯，我们每个人不仅要自我
严加约束，而且在面对不文明行为时，勇敢说“不”！

我们似乎见惯了那些“无伤
大雅”的不文明“小习惯”，做出这些行为的人

还会信誓旦旦地表示这都算个啥：“随手扔个烟头却
没投进垃圾桶？一会儿环卫工人也会扫走的。”“给孩子摘朵

路边的小花？花草树木生命力强，掐了也会再长。”“直接在路边或
背人处‘方便’，人有三急，找不到厕所总不能尿裤子吧！”……这些“小

小不文明”行为，真的不会引发大问题吗？事实上这些“小问题”的危害并不
“小”。今年 7月，南京玄武湖里莲花开得正艳，湖里一株罕见的并蒂莲花谢后
结出一对莲蓬，却被游客以“觉得好看想带给家人当纪念”为由给摘走了。此人最

终只被教育并罚款200元，但此人的不文明行为也随着相关报道“闻名全国”。显然，
这种行为并不是个例，全国各地总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吃了几十年一开花的国家保护
植物，踩坏几千年才形成的特质地貌，跑到大学和公园去放生龟、蛇等危险生物或入侵
物种。

不文明行为的危害也不仅是报道中的个别事例，还会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比如伤害
至亲之人，人在越是亲密的人面前和私密环境中，就越是容易放纵自己，也习惯以更无限包
容的态度来表达对亲近之人的爱。面对亲人的一些“不良习惯”选择放纵而不是制止：今
年初有报道，有烟瘾的丈夫在家中吞云吐雾，当着妻子孩子的面吸烟“享受”。丈夫的随意
放纵，妻子充满“爱意”的包容，几十年的“一手烟”“二手烟”吸下来，夫妻双双查出肺癌。
同样是最近两年的报道，过年期间亲朋相聚，大人给孩子尝口酒，却导致幼童酒精中
毒，经医生抢救后虽然无生命危险，但智力却受到永久性损害。

不良习惯不仅伤人身，还很“伤人心”。很多家长是爱孩子的，但家长们在家庭
这个环境里完全放松时，不好的习惯也显露出来。吸烟、喝酒、说脏话，这些不文
明习惯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也被孩子们看在眼里。同样，家长的不文明行为，
也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负面影响：据统计家暴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有一半

也会有暴力倾向。那些张口骂人、抬手就打人的家长，孩子学会交
流的方式必然是简单粗暴的，他们不仅无法和小朋友们好好

相处，学不会管控自己的情绪，等他们将来长大了，不
仅难以取得好的个人成就，未来的人生也同

样会变得一团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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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小的不文明行为都是一
种无公德的表现。如果无视这些行为，堆

积到最后就会成为崩塌的雪山，倾泻而下，谁也
无法逃脱。今年已经三十多岁的朱虹曾经在农村居住

过一段时间的，那时还没进行美丽乡村建设。一到冬天，家
家都会在房子附近空地堆起高高的柴垛，乡邻之间关系很好，但

几十年里总是这些家相处，难免有个别人家不受欢迎。喜欢打麻
将、不爱干农活，总是占别人家的便宜……

一次两户人家就因为鸡跑到对方家被扣下而吵了起来，旁人因为
见惯了这种为鸡毛蒜皮的事吵架，事不关己地也不去劝阻。最后两家吵
大劲儿了，当场点燃了一旁的柴垛。天干物燥的情况下，火苗顺着风势窜
上了这家的房顶，又眼看着要顺房檐窜向其他人家。住在着火这家前院的
朱虹当时都吓傻了，家里没有大人，邻居们忙着救火，还是她的姐姐爬上
了屋顶，接过朱虹递过去的水给自家房子不停地降温，才免了她家遭受鱼
池之泱。

对不文明行为说不，不是多管闲事，更不是事不关己。就像朱虹讲述
的幼年经历，面对个别村民的不文明行为，如果村里说话管用的老人、
长辈对其约束，那就不会有邻里间的纠纷。如果在两户人家发生争
执时，其他村民能出来看一眼，有所劝阻，至少不会发生恼羞成
怒，愤而放火烧屋的程度。还好火势着起来之前，邻居们全

都过来帮助灭火，才没发生更糟糕的结果。但这也是
因为周围的房子都处在危险中，如果这些邻

居们不全力救火，那受损失的就是
他们自己了。

出出问问题题总总会会有有别别人人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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