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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寒潮，我们能做什么
核心提示

普通人列出抗寒6大可为之事：尽量乘公交
（68.4％），对有困难的人尽量帮一把（68.3％），
给亲朋更多问候关怀（63.5％），积极参加扫雪铲
冰（55.3％），节约用电用气（54.7％）和错峰出行
（50.9％）

近日，大范围的寒潮正在席卷全国。中国
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网
进行的一项 1579 人参加的调查显示，92.1％的
人所在地区近期遇到了极端天气，包括“低温”
（49.8％）、“大雪、冰冻”（34.9％）、降雨（6.5％）、
大风（1.7％）等。近七成被调查者满意政府此次
应对寒潮举措。应对寒潮，68.4％的人表示会尽
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68.3％的人对有困难的
人，会尽量帮一把；63.5％的人表示会给亲人朋
友更多问候和关怀。

寒潮对公众生活有什么影响

“我们这儿老冷了，最低温度到了零下 48
摄氏度。”内蒙古的陈易天告诉记者，他家窗子
里面都有冰溜子了，“往年也就一两天温度这么
低，今年有 10天了，每天都雾蒙蒙的。”他说，天
这么冷，供暖压力肯定大，“有的人家里才七八
摄氏度，白天都要穿厚厚的衣服。晚上睡觉得
用电热毯，电用得可凶了。”

林平家住北京的一处平房里，自己烧煤取
暖。“刚入冬时一块煤9毛5分钱，现在涨到1．1
元了。以前一天只用七八块煤，现在要烧上十
几块。”她每天晚上都要上网看一下天气预报，
坐公交车上班也要比平时早20分钟出门。

寒潮对公众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调查中，
70.3％的人首选“出行不便”，66.4％的人发现

“蔬菜涨价”了，53.6％的人出现感冒等病症，
27.2％的人感觉“电、气、煤短缺”，27.0％的人表
示“采暖费用上升”。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次全国大
范围寒潮降雪，公众关注度很高，一是因为持续
这么久的低温天气很多年一遇；另一方面，2008
年的冰冻灾害大家还记忆犹新，有点担心会出
现类似情况。

中国天气网首席专家李小泉认为，目前来
看，这次基本上是过程性的雨雪降温，不至于出
现 2008年长时间、高强度的雨雪冰冻天气。他
觉得，政府和公众都从 2008年的冰冻灾害中总
结了很多经验、教训。人们有了很好的思想准
备，同时物质准备也比较充分，应对冰冻灾害实
施的办法，比过去多多了。

据了解，每年我国因为气象引起的灾害在
自然灾害中占 70％以上，损失大致相当于国民
生产总值的 1％~3％。各级政府非常重视气象
灾害的应对。去年 12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并
印发了《国家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目的就是为
了建立健全气象灾害应急响应机制，提高气象

灾害防范、处置能力。
“现在天气预报越来越准了。”北京市上班

族李睿元旦期间回了趟河北老家，“我坐汽车回
去的，路上收到要下大雪的天气预报，回来就坐
了火车。雪那么大，坐汽车多危险啊。”

林平对政府的“御寒”措施比较满意。“天气
预报早就提醒市民了，我提前多准备了衣服，多
买了些蔬菜备着。积雪清理得也很及时，还有
短信提醒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调查显示，七成人（69.9％）满意政府此次
应对寒潮举措。

“应对天气突变，信息是第一重要的。”许光
建认为，这次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对
寒潮暴雪的关注都比以前多了，从预报到应急
的具体措施也比以前有很大进步。公众可以根
据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准备，安排出行计划。这
次政府各部门联动、配合得比较好，细节考虑得
越来越周到，“比如北京市暴雪后第二天中小学
全部放假，这就是以人为本的做法。”

应对寒潮普通人能做什么

走路上班了一周，河北省秦皇岛市某公司
职员黄坚最近感觉神清气爽，“本来是因为怕不
安全才不开车的，现在想想平常开车也没啥必
要，其实到单位走路也才半小时。”公司领导还
带头扫雪，让黄坚有点意外，“原来总觉得领导
高高在上，通过这次铲雪，大家一起干活，觉得
领导挺可爱。我们不但把公司院子打扫干净
了，还把公司外那条路上能铲的雪都铲了，很有
成就感！”

应对寒潮，普通人能做些什么？调查显示，
“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成为首选（68.4％），
68.3％的人表示，“对有困难的人，尽量帮一把”，
63.5％的人选择“给亲人朋友更多的问候和关
怀 ”。 接 下 来 依 次 为 ：积 极 参 加 扫 雪 铲 冰
（55.3％），节 约 用
电 用 气（54.7％），
错峰出行（50.9％）
等。

“公众积极参
与是应对寒潮的重
要环节。”许光建认
为，公众需要适当
调整自己的出行和
生活方式，尽可能
减少交通压力。单
位也应该有一些应
急的准备，比如学
校、商店平时就应
该准备一些扫帚、
铁 锹 、推 车 等 工
具。

李小泉提醒，
天气在不断变化，

气象部门也在不断监视和订正新的变化。大家
可以通过电视、广播、网站、短信注意天气预报，
要根据新的气象信息采取新的应对措施，才比
较主动。

“这次寒潮中暴露的不足在能源储备上。”
许光建说，很多地方限电限气，说明天然气、电
力的供应保障特别需要加强。“和公众生活关系
密切的部门企业应当做好应急准备。暴雪天煤
炭运不过去，电厂就没电了，这样风险太大了。”

应对寒潮，公众还有何期待？调查中，
81.5％的人首选“保持蔬菜肉蛋等生活必需品价
格稳定”，73.3％的人希望“及时清雪除冰，保证
交通畅通”，73.1％的人期待“第一时间获知预警
信息”。接下来还包括：水电煤气等供应正常
（70.0％），政府部门的应急措施得当（59.4％），
加强治安（38.0％）等。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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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消费成“存折”

“随礼”是情还是债?
核心提示

礼尚往来的人情消费是中国人古老的
传统，也是一种沟通人际关系的重要方
式。但近年来，本意是用来表达情感的人
情消费却日趋演变成为一种赤裸裸的敛财
方式，而且愈演愈烈，让不少人为“人情”所
累。人们开始怀疑这种情感表达方式，到
底是“情”还是“债”。

不少家庭为“人情”所累
“去年10月份一个月的时间，我参加了

５个婚礼、１个孩子满月、１个乔迁新居、１
个开业庆典、还有１个葬礼。”提到人情消
费，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一位
刘姓居民大倒苦水。参加这些活动，刘先生
一家人最少要搭上 200元的礼金，多的 300
至500元，一个月光“随礼”就花费2000多块
钱，夫妻俩工资的一多半都吃了请。

对此，他感到不堪重负，但又无可奈
何。“不去不行啊，中国人都注重人情，不去
就没法再跟人打交道了，去了礼轻了还觉
得拿不出手。”为了这份“情”，他只好硬着
头皮去吃“高价饭”，有时一天碰到两三个，
自己只好和老婆孩子分头跑。

刘先生的遭遇折射出了现代社会许多
人的苦衷。崇尚简单生活的内蒙古大学教
师锡林，原本打算结婚时不设宴，只与心爱
的人外出旅行结婚。但这个想法一经说
出，就被双方家长严厉驳回。原因很简单，
如果不摆宴席，父母们之前支出的人情消
费就很难“赚回来”。

人情消费水涨船高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需要“随礼”的事情越来越多，礼金
也水涨船高、分量越来越重，人情消费随之
成为不少人一项沉重的生活负担。国家统
计局呼和浩特调查队的抽样调查数据显
示，2009年前三季度，呼和浩特市城镇居民
人情消费“看涨”，捐赠赡养支出大增。

2009年前三季度呼和浩特市城镇居民
人 均 转 移 性 支 出 1619.08 元 ，同 比 增 长
15.4％，占全部非消费性支出的比重达
38.5％。分析原因，主要是随着社会化程度
的提高，人们的交际范围越来越大，亲朋好
友礼尚往来增多，并且礼份子也随着收入
水平和物价水平的提高而大涨。前三季
度，呼和浩特市城镇居民人均捐赠支出达
1317.8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33％，占转移
性消费支出的81.4％。

“记得早些年，参加婚礼都会买一份礼
物，但现在多数的人情世故，都改成了礼金
的形式，而且礼金也是一路飙升，真是有些
吃不消。”在内蒙古政府机关工作的张英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如今的人情消费
之风在越刮越猛的同时，也衍生出各种名
目繁多、花样百出的类型。早先的人情消
费无非是婚丧嫁娶，孩子过满月等等，而现
在则早已超出了这个范畴，增加了百日宴、
周岁宴、12周岁园锁宴、寿辰宴、升迁宴、开
业宴、出书宴、升学宴、参军宴、乔迁新居
宴、结婚周年庆典等等。

面对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人情”，很
多人有苦难言，一些收入低的群体对此已
经不堪重负。一位 24岁的年轻人表示，他
每次拿出节衣缩食攒下的钱吃请之后，都
会在日记本上认真记下对方的姓名、电话、
地址和礼金数额。“这些可都是‘存折’，到
时候我结婚的时候都得要回来的，而且金
额肯定比我现在给得多……”

希望换种方式表达情意
名目繁多、礼金沉重的人情债让许多

人不堪重负、叫苦连天，因此不少人都希望
“随礼”陋习得到抵制，用健康的礼尚往来
表达情感。

内蒙古赤峰市市民乔梅花说：“我觉得
当兵、升学、搬家等等事情，不需要大摆宴
席，告知天下。如果真想庆祝，就在家庭内
部小范围地欢聚一下就可以了，不需要给
每一个认识的人都发请帖。”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学专家阿
尔泰认为，在这个不断追求个性化的年代，
人们也应该从过去传统的旧观念中走出
来，不要被动地盲目跟风。拿送礼来说，年
轻人之间的礼物应该更看重对方喜欢什
么、能否给他人带来惊喜、是否用心挑选等
方面的因素，这才能体现出礼物原本应该
具有的“人情味”。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乌兰表示，刹住人
情消费之风，一定要从自身做起。“自家的
婚事要俭办、避免铺张浪费、礼金上不要盲
目攀比，只有每个人都从自身做起，才能改
变这一社会陋习。” 据新华社

邱 炯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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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把官员建豪宅
当个人小节

倘若当地有关方面以这一事件未越“红线”，属于
“个人小节”，无需制度刚性介入为由模糊处置，这是最
令人担心的、比圈地盖楼还要可怕的事。

近日有网友爆料，江苏连云港花果山渔湾风景区东
侧山涧，出现两扇大铁门把守的2000平方米豪华大院，主
人是连云港政法委副书记孙灿。(1月12日《现代快报》)

虽然“圈地”面积经证实只有1200平方米，离景区
数里之遥，房子也算不上豪华，而且主人是这位官员的
亲属，但由于国土部门定性为土地交易“违规”，因此，
一下子引起民众的关注与责难。孙的上级和纪委一时
间也如坐针毡，久久没能拿出处理意见来。

按常理说，此事非其本人所为，性质也不能与贪
腐豪宅同日而语，组织上迅速做一个澄清以平息舆论，
也属意料中。但官方的犹豫，恰恰说明，在这种“边缘
性腐败”问题上，各级政府正采取越来越慎重、越来越
趋同民意的做法。

近年来，许多网友针对现实生活的现象、事实，频
频自发通过网络，揭露身边的或耳闻的不正之风，虽然
有的举报、曝光存在夸大事实、以偏概全、道听途说的
毛病，但绝大多数举报事出有据。官员腐败问题通过
网络缝隙，被越来越多地暴露了出来。一些地方出于
遮羞护短的目的，往往先是左推右挡，意图大事化小小
事化了，结果被网友揪住不放，问题越挖越多，甚至拔
出萝卜带出泥。

如今，反腐政治生态发生微妙变化，对网络曝光，
监管机关开始表现得沉稳和冷静，要么认真调查核实
后以正视听，要么借机狠抓廉政教育警戒干部，培养公
职人员适应网络政治的新形势。这应该是一个进步，
不知道连云港市的短暂沉默是不是属于此种良策。

但是这种沉默不能太久。能一下子买一千多平方
米的土地，又涉嫌违规交易，身为市政法委副书记家庭
的这个背景，想让舆论止于智者，可能是奢望。但是，即
使土地交易不存在腐败，作为当地重要官员，其家族过
于招摇的大兴土木，也明显给群众造成以权谋私、贪图
享受的不良印象。凡此种种，都是得不偿失、弊多利少
的“昏招”。现在，不仅孙副书记要赶快清醒过来，当地
有关上级也需要赶快警醒起来，迅速妥善处理这一已上
升为公共危机的突发事件，给广大网民、公众一个交代。

倘若当地有关方面以这一事件未越“红线”，属于
“个人小节”，无需制度刚性介入为由模糊处置，则有大
小两方面的失措：大者，把廉政布局碎片化，不利于在
领导干部中培养公共利益优先、个人家族利益居后的
原则，助长利益阶层奢侈之风，激化社会矛盾；小者，造
成“边缘腐败”无法治的思维误区，鼓励公权力的使用
者利用制度边界进行“偷渡”，使寻租合法化。

这是最令人担心的、比圈地盖楼还要可怕的事。
宇 宙

位高权重的发改委向来有“小国务院”之
称。这样一个强势的部门，能俯下身来就公众反
映的热点话题与民平等交流，为各部委树立了一
个榜样。中青报评论称，热烈欢迎发改委屈尊加
入到时评家队伍。(1月12日《中国青年报》)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人人皆可做时
评家。面对陷入舆论漩涡的态势，发改委的时
评家尽管出山有点晚，但总比不回应强，因为民
意如刀，奉行鸵鸟思维只会更加被动。不过，当
笔者看了发改委时评家撰写的多篇“时评”后，
深感这个时评家并不合格。

且以最新评论《听证会的不正常现象是否说
明有猫腻？》为例，这是发改委系列时评第四篇。
该篇评论称近来听证会上出现的“有人举‘反对涨
价’牌子”、“有人向主持人投掷矿泉水瓶”，这些不
正常的现象恰恰说明听证会没有“猫儿腻”，说明
民意表达渠道是畅通的、自由的……

听证代表或举起“反对涨价”的牌子，或向
主持人投掷矿泉水瓶，都是一种愤怒的表达方
式，为何有此举动？恰是因为这几个有限的听
证代表未被收买，仗义执言直批听证被操纵。
他们的反常行动恰恰说明听证有猫儿腻。如果
听证会公开透明没有瑕疵，他们会愤然举起“反
对涨价”的牌子吗？

事实上，诸如“向主持人投掷矿泉水瓶”既
是抗议，也是久不得发言而采取的无奈之举。
当事人刘天晓近日接受采访时描述了当时的场
景——“当时我采用直立式举手，这样做就是为
了引起主持人的注意。可以说我每次举手都是
非常积极的，我的声音洪亮，他们不至于听不
到，但是一直不让我发言，而那些发言的人举手
都没有我积极。直到第六个代表发言结束，我
把水瓶扔向了主持人方向……”(1月2 日新京
报)显然，主持人对屡屡举手的刘天晓视而不
见，不把发言机会给这个唯一的真正反对派，还
不能说明听证有猫儿腻吗？

尤其令人诧异的是，评论还这样写道：现在
是法制社会，这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扔瓶子)是不
妥的，是不应当被提倡和炒作的。如此语言，令
人愤怒。假如能正常发言，能有发言机会，谁会
扔瓶子？而且该文作者不无傲慢与偏执，试问，
是谁提倡了扔瓶子？又是谁炒作了扔瓶子？

面对群情汹汹，发改委出面回应无可厚
非，但发改委时评家不以事实为据，又不讲逻
辑，实在令人遗憾。因此在笔者看来，发改委时
评家是不合格的——这样不合格的文章，难怪
不敢署名。 增 庆

网友投诉某国税局有人内外勾结偷
税，但某市政府的市长信箱的回复却是

“建议你直接根据有效票据与×××生
活广场(一超市名）交涉”。昨天下午，知
名网友张洪峰博客透露，有网友在他的
博客留言，称政府信箱答复“气人”。（《羊
城晚报》1月12日）

去年，湖北应城一市民给市长信箱
留言反映问题，市长信箱回复“没时间跟
你闲扯”；近日，有多名网友向记者反映，
市民在哈尔滨市政府网站反映南岗区政
府门前大理石步道板雨雪天气湿滑难行
一事，却被告知“可以绕行”。更有甚者，
近年来屡有报道说，部分政府部门网站
信息更新速度太慢，有的甚至三年不“洗
脸”。媒体披露的这类信息，与其说是荒
诞不经，倒不如说是网站露了政府的怯。

有关数据显示，2008年度中央部委
政府网站的普及率达 96.1%，省市政府

网 站 普 及 率 为 100% ，地 市 级 是
99.1%——说明我国政府网站普及率之
高；而另一组与之相关的数字是，全国的
政府门户网站中，约有 1/3 的网站难以
打开，1/3的网站应用价值较低，相当数
量的网站内容更新不及时、服务功能不
健全、发布信息无时效——说明我国政
府网站效能之低。

由此带来的启示，一是我们大可不
必对政府网站效能期望值太高，二是一
些政府网站本来就是一种应景的摆设。
信息时代，网络民意受到空前的重视，科
技进步使政府网站的高普及率成为可
能。但不可否认，不少政府部门网站的
设立并非出自部门工作以及领导者真实
的内心需要，只是被动顺应大趋势而
已。于是，所谓的“市长信箱”，市长未必
曾经亲自过目，百姓反映的问题也未必
转达到有关部门。既然对网站的重视只

是停留在口头上，网站三年不“洗脸”，工
作人员回复雷人甚至如某市长信箱的回
复答非所问，自然就会屡见不鲜。而回
复雷人、答非所问与网站三年不“洗脸”
相比，就如同蹩脚的化妆，不仅不会为政
府网站提神，却只能越描越丑。

政府网站的建立，本是为了提高政
府工作效能，促进官民良性互动，提升政
府形象。而上述这类网站，其实是浪费
纳税人钱财的面子工程，屡屡露怯反而
伤了政府的面子。也正因为如此，网站
虽然堂而皇之建立，终究也不能令群众
满意。造成问题根子不在于网站建设本
身，而在于政府作风懒散和高高在上，因
而才对百姓的声音麻木不仁、闭目塞
听。如果这一根子不除，空洞雷人的回
复甚至答非所问的应付就不会彻底杜
绝，政府网站就还会继续露怯。

天则

新闻背景：湖北阳新一村民向媒
体反映一起 3 年前被瞒报的矿难事
故。记者随即向阳新县安监局通报了
这一情况，希望介入调查，但局长欧阳
世颂称：时间过长，调查有难度，再者，
对于此类瞒报事故，至少要成立 3 人
以上的调查组，本局没有这个精力。
(1月12日《现代快报》)

当下，举报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
情，不仅有可能遭到举报对象的打击
报复，还有可能被公安机关追捕，即使
你住在外省。为了避免矿难事故的重
演，想必这位村民是鼓足勇气来举报
的，那曾想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一句轻
飘飘地“没精力”就把关乎人命的事情
给打发啦。

确切属于职责范围的事情，而且
关系到矿工的生命安全，主管部门竟
然以“没精力”把重要的职责推卸得一
干二净。即使公务比较多，人手又不
够，政府部门也不能在应尽职责上挑
挑拣拣，推三阻四，如果那样，政府机

关岂不成了游戏场，做事全凭自己的
兴致。再说，你尽可以申请增添人力。

也不知道，是真的为公务忙得团
团转，还是精力根本不在为人民服务

上。我们是知道不少公务人员热衷于
上班时间打电子游戏、吃吃喝喝、游山
玩水的，或者晚上有精神，白天没干
劲。 文/李建华 漫画/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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