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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与以民生为重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以改善民

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提出了六大任务：优先发展教

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

以创业带动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

收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

基本生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据新华社）

关注民生，注重民生，是党和国家近年来一直瞩目

的重点。十六大以来，许多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

生的政策措施，被写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传递到城

市乡村、千家万户。比如２００７年８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就业促进法。这部重要法律把

积极的就业政策上升为法律要求，并明确了政府在促进

就业中的职责，使促进就业的工作机制和体系法制化，使

促进就业的各项政策措施和资金投入制度化。从胡锦涛

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行看，在多种

场合，他们都强调要以民生为重，并利用到各地视察的机

会，亲切探望工人、农民、农民工等，关心民众的生产生活，

关注他们的安危冷暖，为广大领导干部树立了标杆。正是

由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这几年各种民生工程顺利实

施，效果逐渐显现。比如，为了解决广大农村群众看病贵的

问题，政府大力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截至２００７年６月
底，全国农业人口的８２．８３％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
力缓解了农村群众“无钱看病”的难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上提出的六大社会建设任

务，涉及教育、就业、收入分配、保障体系、医疗、社会管

理等多个方面，抓住了民生问题的重点，形成了有关“民

生”的一项系统工程。这一论述突出体现了“以人为本”

的执政理念。可以看出，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民生”建设

的论述，无论哪个观点、哪个细节、哪个词句，都始终与

“民生”相关。在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以大量的篇幅阐

述了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指出：“必须坚

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

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如果说关于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论述

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核心问题，那么民生问题则是这

一核心问题的顺延和细化。从民生建设的六大任务中，

时刻都可解读出“以人为本”的理念。

以民生为重，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必

然要以民生为重，这二者相互统一的。胡锦涛总书记关

于民生问题的论述，抓住社会建设的根本，也指出了下

一步的任务。能不能把这些论述一步一步地落到实处，

让每个生存于这个社会的个体共享发展成果，则需要

政府和我们的共同努力，也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

考的问题。 吴武洲

幸福安康，哪一样都不抽象
民生，是十七大报告关键词之

一。报告提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

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

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

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民生问题，即是老百姓的生计

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老百姓生活的

品质问题，就是民权、民智、民命、民

力、民居等等所概括的问题。民生改

善，标志着社会的进步，意味着社会

建设和发展是以人为本，其出发点

是为了增进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其

发展成果由老百姓共享。

老百姓的幸福安康，哪一样都

不抽象，具体而生动。他们在意自己

的吃穿住行，在意生老病死。处在社

会弱势的位置，孩子上不起学，会引

起焦虑；看不起病，会添心病；买不

起房，会精神懊丧。而这一切，都会

影响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

和谐。他们也关注社会的公平和正

义，自己的权益如何才能不受侵犯，

因为这是老百姓生计的重要保证。

切实改善民生，就要想尽办法，

找出对策，真正提升民生福利水准。

努力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就要为老

百姓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及公共服

务，还要减少环境外部成本。经济发

展，不能伤害民生自身，不能以空气

污染、自然资源毁坏为付出的代价。

每个社会成员的个人活法儿可以是

多姿多彩的，但在看不见蓝天白云

的破碎山河中，谁也别想活好。生态

文明，这是每个人活好的基础。

民生的改善，会延及老百姓

的精神层面、伦理层面。每个人都

能有尊严地活着，体面地活着，益

于民风由颓势向淳朴的良性转

化，益于社会和谐。只有不断增进

社会和谐，才能够持续推进社会

建设向前发展。 罗金羽

国学教育不能
成为“经典复读机”

从这个学期开始，京城多所小学校园掀起学习儒家

经典教材《弟子规》的热潮。与此同时，网上也开始出现一

些质疑：小学生学习《弟子规》主要靠背，他们能真正理解

其含义吗？学校组织学习《弟子规》或《三字经》这类国学

经典，是否有“跟风”之嫌？在学习的过程中如何让孩子们

规避其中的封建糟粕……（《新京报》１０月２２日）
文化，是民族的符号，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

久文明和文化底蕴的泱泱大国。随着经济的腾飞，文化

的复兴也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在这样的时候，高举捍卫

传统文化大旗的国学热就是一种必然。近年来，公共社

会对传统的兴趣日增，对经典的关注越来越强烈，神州

大地，经典诵读蔚然成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给我们留

下了无数的精神经典。经典，经过了５０００年文明的积淀，
我们自然有责任、有理由将之继承发扬传承后世，国学

教育责任重大。但问题是，捍卫传统、弘扬国学的教育，

就是让孩子们每天诵读经典条文吗？

上世纪 ４０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中就指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剔除其封建性的糟

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我们要弘扬的是积极向上、

反映民族优良传统的精髓，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之中的、

打着中华民族印记的、伴随我们穿越五千年历史走到今

天的文化基因和文明成果。就事论事，《弟子规》、《三字

经》之类的儒家经典，虽然凝聚了前人的道德理性、涵盖

了悠久的文化内涵，但受时代所限，毕竟包含有宣扬封

建道德礼教的内容，理性的学习和认识是必要的，死记

硬背式地僵硬诵读却是不可取的。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说过，传播中国文化不能一味

钻进历史故纸堆，应强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

应与世界上其他文明接轨。在笔者看来，中小学阶段的

国学教育，应重在传统人文积极精神理念的传播，而并

非是简单地、机械地经典文本诵读。或者说，应该以传统

文化为本、以时代精神为辅，融会提炼出具有时代特色

的“新国学教材”，引导和教育学生从用新视角去理解传

统文化、传承国学。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笔者

上小学的儿子最近也在学校里学习“弟子规”，背诵起

来滚瓜烂熟、头头是道，我就问理解了多少，他摇头回

答不懂，说老师让背就背了，背熟了通过老师的检查

就好了。显然，如此局限在固有条条框框中的所谓经

典背诵，也就是“背诵”而已，内容一知半解，含义模模

糊糊，扔下书本，还能指望学生自觉恪守脱离社会现

实的“弟子规”吗？

诵读经典，本身是没有错的。但这，只是国学教育

的形式与内容之一，而不能成为全部———国学教育是

一项系统的、长期的、文化浸润式教育，不能成为“经

典复读机”。 陈一舟

该拿什么来抵制“恶俗网络歌曲”？
中国音乐家协会日前在京召开

了一场座谈会，阎肃、谷建芬、徐沛

东、李海鹰等音乐界知名人士出席，

号召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净化网

络环境。其中，花儿的《喜刷刷》被认

为是网络歌曲的恶俗代表，刀郎与杨

臣刚的多首歌曲更被点名批评。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才

是春。理论上，“恶俗网络歌曲”的存

在，当然，我是信其有的。

但是实践中，要甄别，却分明是

件费力且不讨好的事。缘由很简单：

“恶俗”与否本身就是一个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的审美问题。你认为

“恶俗”，而他认为不“恶俗”呢？正如

三十年前朦胧诗刚浮出水面时，“朦

胧”与否也曾激起巨大争议，臧克

家、章明等文坛前辈也曾站出来予

以痛诋，然而事实是时间见证了朦

胧诗的“崛起”，历史裁定了北岛、舒

婷们的胜利。再比如，刀郎被作为

“恶俗代表”“点名批评”的“多首歌

曲”，就说热唱一时的《情人》吧，我

还真看不出“恶俗”在哪里？若谓“恶

俗”在“情人”，早有一代流行歌曲之

王陈蝶衣《情人的眼泪》在前；若谓

“恶俗”在“用你那火火的嘴唇／让我

在午夜里无尽的销魂”，周华健也有

《亲亲我的宝贝》；若谓“恶俗”在“我

怎么能够忘记那／午夜甜美的歌声／
午夜醉人的香吻”，刘半农作词赵元

任谱曲的经典，不是也照样《教我如

何不想她》吗？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

导言里曾引述闻一多的话——“中国

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

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

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

有”。而今袒露灵魂、“为爱情而歌咏

爱情”的情歌是有了，然而却成“狼来

了”，被痛诋为“恶俗”……

这是一个社会愈趋开放、文化

愈趋多元的时代，“精英”们的审美

观左右不了网络歌手的创作自由，

同时怕也干预不了大众的欣赏趣

味。一些网络歌曲所以能够蹿红，能

够热唱，其生命力也就在于：源于生

活，贴近生活，有着人间烟火气，而

非“高高在上”；也就在于：创作上更

为自由、表达心灵上更为自由，而并

非“条条框框”束缚多多！这恐怕更

是一些以“严肃”、“健康”、“优秀”自

命的“精英”音乐人值得汲取的。

在我以为：“精英”们理应充分

尊重网络歌手的创作自由，理应充

分信任大众的判断能力、鉴赏能力。

事实上，网络歌曲多矣，为什么能走

红能唱到人心坎上的也就其中一小

部分呢？为什么《芙蓉姐夫》人们听

了不过付诸一笑，而并不会脍炙人

口呢？这恐怕已足以说明问题。歌曲

的优劣与否，“恶”不“恶俗”，最终只

应是交由市场来检验！交由大众来

评判！交由时间来裁断！“精英”们的

审美观替代不了大众的欣赏趣味！

信笔至此，不由想起曹子建的那

首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既同为音乐工作者，开展正常的

批评固然无妨，然而又岂应祭起“恶

俗”的高帽，大肆派发呢？借用鲁迅先

生一语：是否要“榨出……下面藏着

的‘小’来”呢？正如同杯子里原来是

空气，倒进去水，杯子里也就是水了，

如果网络歌曲真有那么“恶俗”，那么

不堪，那么“精英”音乐人们大可创作

出所谓“优秀”、“高雅”、“健康”的歌

曲去占据大众的耳朵大众的心灵啊！

难道文化市场不是讲究自由竞争的

吗？又何必要落以“妨碍公平”、“干涉

创作自由”、“攻击异己”、“打压新生

力量”的口实呢？！ 于立生

“嫦娥”飞天需１０次“护驾”
比之“神六”复杂许多

据新华社北京 １０月 ２３
日电 “从地球到达月球轨

道至少需要 １０次较大的轨
道控制，嫦娥一号卫星飞行

控制是目前我国发射的航

天器中最复杂的。”北京航

天飞行控制中心专家 ２３日
接受采访时介绍。

嫦娥一号燃料的重量约

占总重量的一半，奔月过程

中发动机至少需要长时间点

火１０次，下达各种指令２０００
多条。相比之下，“神舟六号”

仅需 ３次左右的轨道控制，
下达２００至３００条指令。

卫星发动机 １０次点火
控制的全过程为：

第一次点火，抬高近地

点：火箭把卫星送入轨道约

一天后，地面注入指令，卫星

主发动机点火实施变轨，将

近地点抬高到约６００公里。
第二、三、四次点火，让

卫星不断加速：通过３次累
积，卫星加速到１０．９１６公里／
秒以上的进入地月转移轨道

的最低速度，向月球飞去。

第五、六、七次点火，修

正卫星的飞行方向：嫦娥一

号卫星计划在地月转移段

的第 １７小时、４１小时、９０
小时前后，３次发动机点火
进行中途修正。

第八次点火，紧急 “刹

车”捕获月球：当卫星终于看

到月球的时候，如果不能成

功“刹车”，就会沿切线与月

球擦身而过，飞向距离地球

２００万公里以外的深空，永远
错过与月球“约会”的机会。

第九、十次点火，建立

精确的绕月工作轨道。

浩瀚太空卫星太小

肉眼难见“嫦娥奔月”
据新华社北 京 １０月

２３日电 （记者 徐壮志 黄

明）天文爱好者能否借助天

文设备观测到嫦娥一号卫

星？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总体室主任助理陈显峰 ２３
日告诉记者，这种可能性几

乎为零。

嫦娥一号卫星太阳帆板

在全部展开的情况下，最大

跨度只有１８．１米，这在茫茫
太空中，显得过于渺小。卫星

系统副总设计师孙泽洲说，

卫星本身不发光，表面也没

有采用特别的反光材料，在

浩瀚太空背景下，只是一个

无法分辨的小黑点。

“卫星绕地飞行时，相对

于地面的速度高达每秒钟七

八公里，非专业人员根本无

法捕捉，更谈不上观测。”陈

显峰说。

他说，即使是专业的观

测设备，也难以直接观测到

卫星。实际上，卫星上装有信

标机，不断发出信号，地面测

控网的跟踪测量设备“看”到

的是信标机发出的信号，而

非卫星本身。当卫星飞到月

球时，距离地球远达 ３８万公
里，就连世界上最大的光学

天文望远镜也难以观测，更

不用说天文爱好者的普通设

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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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郑州晚报特派记者 卢曙光 赵 克

１０月 ２２日 １８时 １５分，记者从成都
火车站坐上了开往西昌的火车。一路上，

雨水拍打车窗的声音让人心焦。２３日凌晨
４时，我们终于从成都赶到了西昌。

宾馆的服务生告诉我们，在连续 １０
天的阴雨天气之后，西昌市区昨日终于见

到久违的太阳。

指挥中心出门也要登记

昨日 ８时 ３０分，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召开新闻发布会，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负责

人陶钟山介绍，“嫦娥一号”发射最佳时间

定为今日 １８时 ０５分，如果错过，清空和
重填燃料需要 ７天时间，这将失去今年最
佳发射时段。

小城西昌，群山环绕，满目绿色。作为

“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的发射地，这里聚焦

了全世界的目光。

据了解，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并不在西

昌境内，而是位于四川省冕宁县境内。在

西昌建有西昌卫星发射指挥控制中心，附

近的腾云楼就是保障这次发射的航天航

空专家居住的地方。

在腾云楼门口，哨兵站得笔直，不允

许任何人靠近。距离此酒店不远处，就是

西昌卫星发射指挥控制中心，门口哨兵把

守，戒备森严。记者注意到，不但进指挥控

制中心要凭证件，出门也要进行严格登

记，中心门口不允许拍照，如果出租车停

靠时间过长，便会有警察过来询问。

“长三甲”火箭已加注燃料

昨日 １０时，记者到西昌卫星发射基
地探秘。下泸黄高速沿山里的乡间公路走

１４公里，就到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１号
门。前天还可以凭票参观的基地昨天进行

“封闭调试”。距离大门 ２００米左右，就有
军人开始盘查。离发射塔稍远的道路上，很

难看见行人，周围一片宁静。不远处的山谷

里，“长三甲”火箭所在的３号发射塔静静
矗立着，塔体四周有４座避雷塔保护。

１０时 ４５分，１号门附近基地专用铁
路线上，一列只有两节车厢的火车缓缓从

里面开出，这是专门为火箭运送 “食品”

的。距离３号发射塔不远处就是火箭燃料
的加注站，加注站由三大区域组成，分别

为控制室、泵间和储存燃料的存储装置。

在控制室里有一排控制台，工作人员将在

这里接受指令。

据了解，曾作为载人航天指挥控制中

枢的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在“嫦娥一

号”卫星奔向月球过程中，成为飞行控制

指挥部。卫星实施发射时，由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统一指挥，火箭将卫星送入太空

后，北京飞控中心成为指挥部。

１０月 ２２日一早，“长三甲”火箭开始
进行燃料加注。在距离预期发射时间３６小
时的时候，“长三甲”火箭的常规燃料已经

开始加注，加注过程约６小时。除了常规燃
料外，超低温燃料液氢液氧的加注则要等

到发射前几小时。这些燃料的加注是不可

逆的，只要加注了，火箭就必须发射。这需

要与气象部门会商后，才能最终确定加注

时间。今天早上６时，也就是预定发射前
１２小时，将进行功能检查；发射前 ７小时，
将加注液氧；发射前５个半小时，将加注液
氢；发射前两小时，进行火箭系统加电测

试。所有燃料加注完成后，火箭加上“嫦娥

一号”卫星的总重是２６０多吨。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天气允许，

“嫦娥”就会如期“赴月”。

发射基地开始部分戒严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场位于西

昌市西北约 ６０公里处的一个名叫沙坝的

山谷。发射中心门前同样不允许拍照，军

容整齐的卫兵，正严格地监视着。

记者从远处看到，发射场内草木葱

茏，流水淙淙。嫦娥奔月、后羿射日、航

空主题雕塑等，尽入视野。正对 １号门，
被人们称为 “通往宇宙大门”的 ３号发
射塔巍然矗立。“嫦娥一号”已经与火箭

联装在一起、封闭起来，所以难睹其庐

山真面目。

整个上午，基地门口进出的车辆不

断，但是除了带有特殊标识的军车外，其

余进出的车辆即使有通行证，也要全部打

开车厢进行检查。

按照要求，从今天早上开始，高速公

路的下路口将关闭，整条进山公路将全部

戒严，一直到发射结束为止。

昨日 １５时 ３５分，在发射中心旁边的
麻叶林村。村民们说，还没有接到要撤离

的通知，以往每次卫星发射，村里的干部

都会通知村民转移到下面不远的一个大

厅里，等发射完再回来，前后不到三四个

小时，但是只能到发射前才确定撤离。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中央电视台

的采访申请已经获批，成为惟一可以现场

直播的电视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