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时评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校对 宋娅平

电话 67655277 E－mail:cpypy＠163.com

群众需要“路灯牌”干部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街道上亮起的盏盏路

灯为行人照亮了脚下的路，带来了光明。就像行
人需要路灯，离不开路灯那样，人民群众需要“路
灯牌”干部。

“路灯牌”干部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照亮
道路。路灯照亮了我们脚下的道路，让我们找得
到回家的方向，不至于迷路。“路灯牌”干部就是要
能够“照亮”群众思想上的路，宣传好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让群众找得到前进的方向，坚定信心跟党
走;要能够“照亮”群众生产中的路，指引、带领、帮
助群众发展生产，增收致富，逐步过上更加幸福更
加有尊严的好日子;要能够“照亮”群众生活中的
路，在群众最需要帮助、最困难的时候能够站在群
众身边，走进群众中间，与群众同甘共苦，帮助群
众解决好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问题，让困
难群众生活无忧，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二是忠于职守。不管是雷电交加，还是风吹雨打，
路灯总是无所畏惧，昂首挺胸，“忠于职守”，从不
因风吹雨打而低头，从不因艰难困苦而退缩。“路
灯牌”干部就是要能够爱岗敬业，勇于负责，敢于
担当，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干成一行，在难题
面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
敢于碰硬，在风险面前敢作敢为、敢担责任。三是
无私奉献。春去秋来，寒来暑往，路灯总是默默无
闻地奉献自己，照亮他人，始终无怨无悔地为人们
带来光明，送去温暖，从不怨声载道，从不叫苦叫
累。“路灯牌”干部就是要能够淡泊名利，甘于奉
献，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无论什么时候，不管身居
何职，都能够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
贫，稳得住心神，不迷茫，不浮躁，不抱怨，始终做
到满怀热情为人民服务，脚踏实地干事创业，尽心
竭力造福群众。 李炳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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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港澳高速南岗洼路段在北京“7·21”暴
雨中受灾严重，当晚150名农民工在高速公路

救了上百名危在旦夕的游客。7月30日晚，崔

永元在北京丰台区南宫宾馆请参加“7·21”京

港澳高速公路救援的农民工吃饭，饭前默哀一
分钟。韩红还特意赶来助阵，为农民工献歌两

曲。（7月31日《新京报》）

崔永元的姿态很低，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普通
市民；而这些民工，则是他心目中的英雄。这些
依然质朴，但在长期流动中已经与时俱进的民
工，恐怕不会像前辈那样感激涕零。但在这一
刻，也会有一些温暖，仍会增强对城市的归属感。

这段时间，京城流行着一句话：请农民工吃
顿饭。和崔永元一样，一个又一个知识精英，开
始走进民工中间。这是值得赞扬的。崔永元只
有一个，但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尤其以知识
分子自居的人，都可以也应该请民工吃顿饭。

这种吃饭首先是一种姿态。我们曾经无
数次感慨，与做出的贡献相比，民工受到的肯
定、拥有的地位，远远不相符。这些民工，盖起
了一幢幢高楼别墅，自己却蜗居难寻；生产了
一辆辆汽车，自己却常常用双脚丈量城市；建
起了一所所学校，自己的孩子却无处读书……
种种有形无形的歧视，更是无处不在。“城里的
月亮没有乡下的圆”，这不仅源于“月是家乡
亲”，更源于城市有意无意地忽视与排斥。

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都在愤慨，都
在呼吁打破。舆论上的呐喊是重要的，行动上
的亲近也是必要的。像崔永元们一样，走入民
工中间，请民工吃顿饭，会让民工倍感诚意。
这对于增强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对于弥补孙
立平先生所说的精英和平民的断裂，有着异乎
寻常的好处。这种姿态是城市应该具备的，领
一时风气之先的知识精英，应该在思想和行动
上走在社会前列，不仅语言呐喊而且行动实
践，为社会做示范做引导，推动关爱、接纳民工
的城市氛围形成。

这对于知识精英来说，同样是一种难得的
提升。孙立平先生讲到的“精英的傲慢与冷
漠”，不应该发生在知识精英身上。知识精英应
该最能体现有教无类，最能响应平等博爱。一
些发生在财富精英身上的局限，不应该发生在
知识精英身上。知识精英应该深入到最低层，
经常性与民工与社会深层次接触。对于知识精
英来说，现在这种接触少了一些。没有接触，不
深入接触，知识精英所谓对社会的了解，对底层
群体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虚伪、肤浅、扭
曲。请民工们吃顿饭，经常与民工们接触，能让
知识精英保持与真实社会的互动，有利于知识
精英发现、改正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不是崔永元也可以请民工吃饭，不管是谁
请民工吃饭，都值得肯定和支持。当然，吃饭
只是一种形式，尊重民工、接触民工，重在平
时，也不只这么一种形式。 毛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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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专家估算，我国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
庭，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这些积极响
应国家政策的“光荣一代”，除了中年丧子的孤

苦外，如今更面临着疾病、养老等一系列现实
难题。(7月30日《新京报》)

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没有经历过幸福，而
是经历过幸福后又突然失去。无论未来的计
划生育国策会否变动，它都改变不了百万失独
家庭存在的事实，而且这一数据还会进一步上
升。这些失独者，也曾在幸福的花园徜徉，可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带走了他们的独生子女
和全家的幸福——此后，没有了生活，只是活
着。这种心灵的孤独，硌得人心疼。

应该说，目前针对失独者还是有一些关怀
的，不过这些关怀多是自发的、碎片化的。由
于地区实际不同、认识不同、财力不同、志愿基
础不同，各地对失独者的关怀也就不同。即便
那些做得较好的地区，这方面的关怀也多是象
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并没有从根本上帮助失
独者解决养老、医疗等重大困难。比如北京，
给予失独者每人每月200元的扶助金，直至当
事人亡故为止，这已经算做得很不错的了。可
在物价高企、看病难看病贵的当下，面对失独
者碰到的各种实际难题，200元的扶助金多少
显得有些杯水车薪。

这一现实下，需要国家整体考虑，制定一
个完善的面向失独者的关怀制度。

从精神关怀上讲，应该组织更多的亲情抚慰
活动。计生、工会、妇联等部门，应该帮助失独者
建立与社会的正常联系，特别是组织失独者与失
独者之间的联系，让他们相互取暖。同时，从制度
层面给这些失独者提供更多帮助。比如说，在乘
车等公共服务上，给他们较多的照顾。

在物质帮助上，应该考虑到失独家庭面临
的实际困难，真正深入到他们身边，了解他们的
所求所需，以提供更多帮助。有些失独者希望
建立一个专属于他们的养老院，这样既解决进
敬老院的监护人缺位问题，又免于其他老人子
女探望时的失落，公共资金完全可以也应该予
以慎重考虑，有条件的就应该大力满足。有些
失独者面临严峻的生活挑战，这也应该得到制
度性的帮助。此前有学者称，“从1980年到现
在，平均每个超生人口实际被征收的超生罚款
为一万元。由此可以计算得出：1.5亿至2亿超
生人口的超生罚款总额是1.5万亿元至2万亿
元。”这个数据可能有些夸大，《投资者报》根据有
关数据推算，社会抚养费年规模或超过200亿
元。不管其数据最终是多少，数额不少是事实，
去向不明是事实，因此应该由国家层面出台政
策，不妨从社会抚养费中提取专门资金，建立失
独家庭关怀基金，帮助失独者解决实际困难。

国家计生委原巡视员、中国人口福利基金
会原理事长苗霞表示，失独问题不解决是对人
民不负责任(7月30日《新京报》)。其实，失独
问题解决不好，也是对计生工作的不负责任。
让失独者不孤独，考量着国家文明和国家责
任。顶层设计和底层自觉互动，失独者的孤
独，才能得以抚慰。 乔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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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标题戾气十足，泄愤帖无处不在，贴吧
里遍布人身攻击……看着就觉得心里闷闷的，看
完就想回帖骂人。”相信经常上网的人，对此深有
感触。

网络戾气从何而来，网络媒体“标题党”盛行
是主要原因。一些网站为了吸引网民、积聚人气，
不惜在标题上制造噱头，甚至无中生有、断章取
义，大搞“眼球效应”。

而一些网友在上网时，又往往只关注标题，不
太理会内容，一见到刺激、煽情的帖子立马“血脉
贲张”，谩骂泄愤，甚至公开“约架”，将网络戾气发
展为网络暴力，使平等交流沦为一纸空谈。

如何消除网络戾气？解铃还须系铃人。一方
面网民面对“标题党”和“泄愤帖”，要多一点理性，
多一点判断，少一点冲动，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再
发言，不能因为匿名便肆无忌惮、大肆泄愤。权利
和义务是相对的，享受自由表达的同时也要注意
对自己的言语负责。实际上，网民只有认真观察、
深入思考，才不会被他人的非理性观点所左右，才
能成为一名“有态度”、“有见地”的网民。

另一方面网络媒体更应坚守职业操守、道德
底线。媒体是面放大镜，有时还是面哈哈镜。面
对层出不穷的“标题党”，网络媒体从业人员应该
好好反思。作为互联网企业，追求商业利益固然
没错，但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注意社会效益，
切不可为了点击率而人为制造社会对立情绪。

互联网是亿万网民共同的精神家园，是网络
媒体安身立命之根基，塑造一个健康纯净的网络
环境，我们每一个人都义不容辞。 白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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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些官员闲谈，他们经常苦恼地表示，如
今处处得小心谨慎，否则不经意间就会落下“作
秀”的名声，比如下乡到基层，中午时分很想到老
百姓家吃顿饭，转念一想还是算了吧，传出去很
可能又会被质疑是在“作秀”；逢年过节去慰问困
难群众，原本很正常，媒体报道后也往往会被质
疑为“作秀”。一些官员无奈地问：这到底是怎么
了？为什么我们去做了一些事情，经媒体报道
后，一不留神总会被贴上“作秀”的标签呢？

某县一场急雨过后，一位副县长上街，看到
有树枝被大风吹断，就动手去收拾。这正好被一
位记者拍到，副县长于是无情地制止说：“你是想
让大家说我在‘作秀’吗？”

但凡有官员有什么非常态的表情和动作，都
会有“作秀”的质疑出现，比如近段时间以来，公
务员上街义务擦皮鞋、公安厅副厅长微博邀农民
工吃饭、县委书记吃盒饭等。7月21日北京遭遇
了61年不遇的特大暴雨，房山成为重灾区，网上
流传着一段房山公安局某副局长与抢险人员一
起救灾的视频，其中显示这位副局长带头脱下裤
子，下到水中抢险，此举被网友质疑为作秀；北大
校长（这个职位也有行政化色彩嘛）周其凤为母
亲跪拜庆生被媒体报道后，同样引来不少非议。
其后，周其凤向香港学者张信刚教授赠送了一张
CD，称“这是我为妈妈新写的一首歌”，这首歌由
宋祖英演唱。有记者欲采访此事，周其凤明确表
示不接受采访，他说：“我现在是笑也不行，哭也
不行”，所以干脆不吱声。

为什么公众总是习惯性地去质疑官员“作
秀”？现实中，为官作秀者确实并不在少数：为求
政绩，大搞短期行为；为造“假”势，汇报预演，视
察排练；为讲排场，一个乡党委书记也敢警车开
道。官场上有光承诺不兑现的“口号秀”；有一哄
而起、只做表面文章的“姿态秀”；有自我吹捧的

“包装秀”……难怪有人说，一些地方的官场成了
剧场，一些官员成了演员。

据说，某县领导下乡调研，乡里的领导提前
一天就安排乡里最好的一家饭店专门到城里进
了一次货，杀鸡宰羊忙了一上午，临近午饭，县领
导突然提出要到农民家吃便饭。农户见县领导
来家里吃饭，十分感动和荣幸，电视台记者也跟
了去。吃饭时，县领导不小心掉了几粒米到桌子
上，老农要收拾，县领导见有镜头对着自己，就用
筷子从桌上夹起来，放到嘴里边嚼边说：“每一粒
粮食都是农民用汗水换来的啊！我们怎能去浪
费粮食呢？”一句话感动得老农流出了眼泪，说：

“您真是人民的好干部啊！”
过后，县领导对下属训话说，别小看这吃饭，

里面也有大学问、大讲究，吃饭也是一项政治。
我今天中午捡米粒吃，那是必须的。如果一个干
部只知道吃饱了肚子不饿，那是最低档次的吃、
最没有品位的吃……

对于官员“作秀”，有论者认为，官员要和群
众打交道，形象展示不可避免，“秀”在某种程度
上应成为官员的必修课。本人觉得，“作秀”不是

“作假”，“秀”应该是真情展露而不是故作姿态。
私下和一些官员聊天，普遍听到一个字“累”，皆
因少数官员从早上一出门就开始“秀”，“秀”给上
级领导看、“秀”给媒体看、“秀”给老百姓看，他们
不是脚踏实地一心为民，而是想方设法、费尽心
机去“表演”，靠投机取巧、弄虚作假来树立所谓
好“形象”。这样的“秀”能不累吗？又怎能被百
姓认可？ 郭震海

让温和“参与”释放更多正能量
7月28日上午，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政

府新闻发言人授权发布：南通市人民政府
决定，永久取消有关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

目。当地民众抗议以维护环境的“启东事
件”以如此方式落幕，有媒体评论称，“这是

一场理性的双赢”。(7月29日《钱江晚报》)

理性克制、反应迅速、尊重民意……
就事论事，“启东事件”确实是“理性与双
赢”，但从更宽广的视域来审视，民众以如
此方式“参与”到重大项目的走向中来，这
显然有值得省思处。正如有媒体人在微
博中梳理出来的逻辑：从什邡到启东，某
些地方政府给社会的印象是，他们在背着
公众做违反公共利益的决定，只要出现大
规模抗议，就会立刻改变之前的决定，“这
样的政府形象如果从点连成片，对社会稳
定将是灾难性的。”

有结果的维权，当然要比没有结果的

维权要好，但这种“双赢”，常常走了一
通弯路，各方都支付了不小的代价。民
众的意见最后得到尊重，但如果总是以
把事情弄大、弄出社会影响，作为增重
的砝码，就会成为一场很高风险的游
戏，而这种风险，本是很不必要的。自
厦门 PX 事件、大连 PX 事件以来，既然
我们的社会对于环境污染已经有一种
非常紧张的情绪，为什么在涉及环境污
染的重大项目决策之前，不能通过公开
征求意见等方式，释放民众的参与热
情，反而总要捂着盖着，让民众什么也
不知道，让矛盾封到箱子里膨胀、发酵，
让负面情绪不停做大，直到迅捷激发，
产生破坏性力量，才不得不在民众大范
围的反对面前，低下高傲的头颅，俯下
身来听听民怨、让让步？

一次次事件，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
“参与”的价值。为什么直路放在那里，有
些人总不愿意主动去走，非要走这种被动
的弯路？或许从骨子里，有些地方官员还

有一种“愚民思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觉得老百姓只要跟着走就行了，至
于怎么决策、怎么发展经济，你不必知道，
总觉得可以完全代替民众关门决策、拍脑
袋决策；而与其对应的考核，常常只以
GDP为关键标准，发展方式、民主水平等
并没有充分吸纳进来，于是便可以不惜代
价地以污染换 GDP，似乎只要经济上去
了，什么都能上去。

当下，民众对环境污染的敏感非常
强烈，对监督权力运行的欲望也非常强
烈，这时还秉持上面这些陈腐思维，肯定
要栽跟头。矛盾与冲突，一定要敞开来
暴露在前头，而最好的路径，就是通过各
种手段，吸纳群众的参与，参与决策、参
与监督，只要参与进来了，纵然有摩擦也
不会酿成碰撞，纵然有矛盾也不会酿成
火药桶。一个开放参与的权力图谱，或
许会慢一些、复杂一些，但一定会稳一
些、安全一些。

所以，民主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还

要成为一种决策习惯。卢梭在《社会契约
论》中阐释过，参与不仅仅是一套民主制
度安排中的保护性附属物，它也对参与者
产生一种心理效应，当民众可以频繁地参
与到民主决策中时，表达与诉求就会进入
完全理性的通道，大家聚起来、火爆起来
才能被重视的局面就会改观，各个方面都
能理性、温和、以有尊严的方式解决问题，
就会积聚更多的良性可能。

对自我生产环境的关切，是一种本
能，这也就意味着“参与”，是一种无法
阻挡的社会诉求，排斥阻挡、遮掩欺瞒
无疑是在自造舆情的堰塞湖；有序吸
纳、温和疏导，才能实现更富意义的社
会多赢。要么温和参与，要么就会激烈
参与，温和参与，释放的是正能量，激烈
参与，释放的是负能量。这几年，中央
一再强调要民主决策，对于那些总是不
能理解其深邃内涵、总做表面文章的个
别地方官员来说，实在需要多一些“不
换脑筋就换人”。 毕诗成

如何看待“‘90后’不好用”
“一开口便问假期怎么安排、压力大不大、工

资待遇如何，对工作却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在福
州市刚刚结束的一场小微企业招聘会上，福建飞

毛腿电子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这样抱怨。记者
了解到，“‘90后’不好用”成为许多企业管理者的
共识，而企业招聘正面临着“90后”断档危机。（7月
29日《工人日报》）

该报道以《“90后”不好用成招聘共识，企业呼
吁“更忠诚更敬业”》为题目，罗列了多项“‘90后’
不好用”的弊病，如自我，素质差，缺乏认真态度和
敬业精神，对企业忠诚度太低，薪金要求高，姿态
傲慢，贪图安逸……毋庸讳言，“90后”在某些方面
的确不尽如人意，有的人确实敬业精神有待提高，
吃苦耐劳精神欠缺，待遇期望值过高，等等。

但是，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也需要辩证地
认识和对待“‘90 后’不好用”的问题。社会进步
了，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劳动者权利意识增强
了，“90 后”与他们的父辈比较起来，“不好用”当
属必然，无可厚非。当年，他们的父辈，没有多少
文化，没有多大奢望，只图养家糊口，身背蛇皮
袋，盲目走四方，不计薪酬高低，略有结余就干；
不计艰辛脏苦，但得能承受得了就接手；不计歧
视白眼，只求老板容留……一句话，他们的父辈
逆来顺受，不计得失，太听话，太好使。一些企业
管理者之所以惊呼“‘90后’不好用”，在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他们的用工思维和用工习惯，还停滞
于20年前的套数。今夕何年，“前朝曲”还能再唱
吗？“90 后”与其父辈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文化水

平高，生活理念新潮，权利诉求较强，法治意识较
高，再让他们像其父辈一样，“三脚踩不出闷屁”，

“划个圈不敢走出来”，“赏一个子不敢讨俩”，那
是万万不行的了！

就拿福建飞毛腿电子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
人的抱怨来说，“90 后”“一开口便问假期怎么安
排、压力大不大、工资待遇如何”，他们这么问和
计较有什么不对呢？合情合理合法，不仅可以
问，还必须在劳动合同上写清楚。当然了，若是
摆在“90后”父辈们的身上，那是绝对不敢这么问
的，他们一定不会奢望有什么假期，更不会在乎
工作压力大小，不管工资待遇多少，都会先干着
再说。从某种意识上说，“‘90 后’不好用”，是一
种时代进步的表现，说明劳动者权利意识提高
了，是好事，不是坏事。这需要企业管理者提高
依法用工的意识，与时俱进，更好地尊重和关爱
劳动者，维护其各项合法权益，不断提高其经济
待遇、政治待遇、文化休闲待遇以及劳动环境舒
适度，增强企业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招得进人，留
得住人，调得动员工为企业贡献聪明才智的积极
性和自觉性。

当然，由于“90后”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生活
条件普遍比较优越，自力自强、敬业勤奋的意识较
差，很有必要调整就业观念，不能不顾自身条件和
现实可能，过度挑剔。至于报道中所说的某些

“90后”，“工作与否要看他高不高兴，就算不工作
家里给他的钱也够花了”，“高薪不如高兴、有钱不
如有闲”，基本上都是“富二代”、“官二代”的表现，
不具代表性，当属另类。既然他们家里有钱养活
他们，那就让他们当一辈子“寄生虫”，啃一辈子老
好了。 石 飞

入侵官网“验”假证
据报道，为实

现以假乱真的目
的，假证制售团伙
让专人入侵政府网
站，加装非法链接、
篡改信息，令假证
购买者能够查询到
证件相关信息，信
以为真。广东省揭
阳警方发现，全国
已有185个政府网
站被入侵过。报道
称，广东警方此次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65名，收缴各类假
证书 7100 多本、假
印章 10000 多枚。
人们当然期望，类
似的清扫行动会成
为治安常态，而令
形形色色的假证件
及其制售者如过街
老鼠到处挨打，难
以逍遥法外祸害社
会。吴之如 文/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