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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些福寿沟式的“潜绩工程”

据《人民日报》报道，江西赣州有一处值得称道
的地下水利工程——福寿沟。福寿沟始建于宋代，
它根据街道布局和地形特点，采取分区排水的原则，
建成了两个排水干道系统。近年来，我国许多城市
因暴雨发生内涝，而同遭暴雨袭击的赣州，却“没有
一辆汽车泡水”。

历经近千年，全长12.6公里的福寿沟依然护佑
着一方安宁。让当地在暴雨面前“坦然面对”，更让
老百姓免遭“城市看海”的尴尬。而与“福寿沟”形成
鲜明对比的一组数据，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国
内351个城市排涝能力的专项调研。数据显示，2008
年至2010年年间，有62%的城市发生过不同程度的
内涝，其中内涝灾害超过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个；
在发生过内涝的城市中，57个城市的最大积水时间
超过12小时。

读完“福寿沟”的故事，联系近段时间一些地
方因城市排水系统“脆弱”而损失惨重的事实，感
触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政府官员尤其是主政一方
的党政一把手，应该向千年“福寿沟”看齐，多干一
些表面上看不到，实际上却事关百姓长远利益的

“潜绩工程”。
因为亲自设计并带领群众修建福寿沟，宋朝知

州刘彝受到了群众的拥戴，老百姓为他树起的铜像
如今仍然坐落在赣州城北的宋城公园。而在今天，
有的领导干部追求的不是老百姓的口碑，而是在领
导眼中的印象。

一些领导干部急功近利追求政绩，考虑的不是
打基础、谋长远的事务，而是追求立竿见影，迅速见
效的政绩工程。而相对不容易“出彩”、不容易引人
注目的城市排涝工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事业等
等，因为不一定能够很快冒出“耀眼”的泡泡、火速
出“升官”的政绩，往往被放弃甚至遗忘，地方管理
重“面子”、轻“里子”的问题，在一些地方日益突出，
令人担忧。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多干打
基础、利长远的事”。科学发展任重道远，科学发展
呼唤立足长远。各级领导干部为官一任，理当造福
一方。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想问题、做决策、办
事情的时候，少一些急功近利心理，多一些民生至上
理念，多干群众急需的事，多干群众受益的事，多干
打基础的事，多干利长远的事。同时，少制造一些华
而不实的“面子工程”，多创造一些“福寿沟”这样的

“潜绩工程”，扎扎实实地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推向前进。 李炳孝

处置“救人反被追责”
有标本意义

媒体日前报道，广东佛山16岁女孩李舒舒为救
即将被货车撞的1岁女童雯雯，紧急将其推开导致自
己腿部被碾压。佛山交警认定李舒舒横出道路妨碍
交通安全，应在事故中负一定责任。对此，有市民质
疑称，救人受伤反被追责不公平，交警责任认定应考
虑舒舒救人的前提。

本来是见义勇为，却在情急之中违反了交通法
规，继而被交警部门判定承担责任，对这样典型事件
的处置，肯定会具有某种标本意义。

提起佛山，许多人应该还记得去年发生的“小悦
悦事件”，面对两岁女童小悦悦被车碾压，18名路人
见死不救，这一事件曾轰动全国，引发了一场道德大
讨论。如今同样在佛山，16岁女孩李舒舒为救1岁女
童雯雯，紧急将其推开导致自己腿部被碾压，其意义
已经超出了普通见义勇为的内涵，成为一次对道德信
念的提振，给予其物质与精神上的重奖理所应当。

因救人违反交通法规，进而被交警判定担责，佛
山交警部门面临的舆论压力可想而知。面对见义勇
为行为时，交警部门如果法外开恩，或者干脆放当事
人一马不予追责，这样或许才不致遭受舆论谴责。但
这样一来，显然也有失公允，因为交警部门履职的基
本要求是严格执法，肯定不能自行设定免责的理由。
倘若对李舒舒不予追责，也许契合公众的情感与心理
期待，但对于执法部门来说，也是明显的失职。毕竟
执法不能有随意性，追责与不追责都需要依法判定，
掺杂太多的主观因素对于执法本身并无益处。

正如佛山交警部门所称，李舒舒横出道路妨碍交
通安全，应在事故中负一定责任，并没有将其认定为
负全部责任，因此处罚可以相对从轻，但绝不意味着
可以免于处罚。这样的处罚有可能会让部分民众不
认同，但如果免予处罚的“先河”一开，难免会造成执
法的紊乱。交通执法与奖励见义勇为看似有价值冲
突，但其实是各行其是。如果褒奖见义勇为就要付出
程序正义的成本，显然并不适当。

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拥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作
保障，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都应该成为执法部门和执
法者必须坚守的底线。如何对“救人反被追责”进行妥
善处置，无疑对日后类似的事件有着标本意义，比如对
见义勇为必须进行重奖，违反交通法规则应担责，但有
必要参照行为前提从轻处罚，一旦涉及赔偿责任能否
由政府或慈善机构承担等等。总而言之，有必要让奖
励的归奖励，处罚的归处罚，让见义勇为与担责都经得
起公众评判，才能合法合情，趋于圆满。 林萧

“维修性拆除”
是难以承受的文明之殇

中华文明史悠久而灿烂，祖先给后人留下了海量的文化
财富。这其中不仅蕴含有丰厚的经验可让人们去感知，更有
真理的灯盏能够照亮未来迢迢的路途。可以说，对不可移动
文物的毁损，不是从今天才开始，以前的败家子就多有破
坏。就像作家王小波说的，五千年的文明史，“有一半写在故
纸上，还有一半埋在地下，只是缺少了一部立在地上的历史，
可供后人其中漫步。一座城市的历史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
它的建筑”。

建设的本意是创立新事业、增加新设施、充实新精
神，破坏性活动绝不可比拟于建设性活动。但近年来，在
对不可移动文物的破坏中，一些人创意性地亮出了“维修
性拆除”、“保护性拆除”的概念。可明眼人一眼就能将之
实质看穿：“维修性拆除”、“保护性拆除”就是将一座座文
物建筑拆解得片瓦无存，它不过是权力与资本共谋所制
造出来的一种障眼法，目的不过是为其攫取利益找到更
大的空间。无疑，留下斑驳岁月痕迹的历史建筑，作为文
化符号，表现的是某段整体的历史记忆。皮之不在，毛将
焉附？不可移动文物，这些先民创造出的历史、文化、建
筑、艺术上的具体遗产或遗址，都被毁灭性地拆除了，只
剩下文字、图片类记忆，而不再存在于人们的视觉停留
中，如此，“维修性”、“保护性”这样的说辞，就连个聪明的
骗局都算不上。

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比重建更重要，重建之物只能算
是个假古董，没有半点儿文化价值。保护不可移动文物，保
护与之相关的环境，保护历史文物整体，比保护一处一处的
建筑更为紧迫。破坏了不可移动文物的完整性，无异于一个
人断胳膊少腿，其美感的缺憾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造成了
文物价值本身的严重毁损。

保护不可移动文物，法律应是最有力最有效的挡箭牌，
像所谓“维修性拆除”、“保护性拆除”等，从根本上违背了文
物保护的原则，词汇挺新鲜，组合得很悖论，但它有何法律法
规依据？可以说，违法损毁或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的行为，罪
不可宥，每一起此类事件的发生，那些相关的人，都该付出法
律伺候的代价。

先人即使留下了大量的不可移动文物，但一个个也都是
有数的，损毁一个就会少一个，像一个人爱护自己的眼睛那
样，爱惜这些文化承载平台，犹嫌不够，哪能经得起当下这样
长时间、大规模的“维修性拆除”、“保护性拆除”？上世纪50年
代，梁思成先生为保护北京城墙不被拆迁而四处奔走，曾说

“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
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半个世纪后，他自己的宅子
亦遭“皮肉”分离。这样的结局断然不是梁思成先生个人的悲
剧，而是一个族群记忆深处永远的痛楚。 今语

“满城尽是卷帘门”
不止是谣言的魔力
“满城尽是卷帘门”的诡异与各地频出的“抢盐”风波着

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毫无疑问，此类公共事件折射出
社会性的独立判断力缺失。面对缺乏根据的无稽之谈，很
多人人云亦云一哄而上，直接沦为谣言泛滥的帮凶，在群体
效应下，谣言的辐射力在最短的时间里达到顶峰。千百年
来，流言蜚语在中国一直大有市场，原因也在于此。

但无法回避的是，“满城尽是卷帘门”不止是谣言
的魔力使然。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预期性的公共
焦虑因为“传言”传播而被无限放大导致的结果。

据沈阳当地媒体报道，7月13日起沈阳东北、五爱
等市场大量商铺关门歇业，原因是传言有执法检查打
假，具体谁来查也不知道——因为打假“太狠”、“太严”，
有店主称，宁可关门受损失，也不开门接受检查。“宁可
关门受损失，也不开门接受检查”似有心虚之意，但更多
的是恐慌和担心——换言之，关门停业回避检查，虽有
以讹传讹跟风的成分在内，但基于现实的判断才是关
键。很显然，如果没有“查出毛病就会重罚”实际范例存
在，关门歇业潮也不至于席卷全城。

执法检查是工商部门的行政责任，无可厚非。哪
怕是“太狠”、“太严”，只要有法可依，其实也未尝不
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展开超常规
的“严打执法检查大会战”，本身还是一种运动式执法，
纵然没有出现“满城尽是卷帘门”，也不会有太大效果，
最起码是治标不治本。

经常会读到如是的报道：某地警方启动严打战役，在
短短20天之内破获陈年命案××起；或某市工商执法部
门连同公安部门，依法对制假售假等行为进行专项严厉
打击，缴获非法商品××吨。短短20天就破获命案××
起，一次执法就缴获非法商品××吨，效率之高自不待
言。但既然陈年命案能在几天内破获，又怎么会长期悬
而不绝？如此集中破案或集中执法对于公共社会来说当
然是好事，但难以回避这样的拷问：有些案件为什么只能
在“战役”中、在“集中”中才能侦破？

运动式执法只有短期作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百
米冲刺在其他领域也许很有效，但公共管理却是长期不
懈怠的马拉松赛跑。如果有关部门能够多一些日常性的
认真执法而少一些运动性的大棒严打，无论谣言有再大
的魔力，“满城尽是卷帘门”也注定不会出现。 陈一舟

挤牙膏式赔偿是种“次生灾害”
这种挤牙膏式赔偿，背后可

能有对生命的不尊重。官方这么
做，其实并不难理解。这就跟两个
人做生意一样，出价总是从最低开
始，一点一点往上加。挤牙膏式赔
偿，恐怕也是出于一种赔偿策略的
考虑。相关方面可能认为，遇难者
家属总是希望赔偿越高越好，上来
报价高了，家属胃口大了，一轮一
轮交涉下来，赔偿只会越来越高。
而上来报价低一点，则把赔偿的主
动权抓到了手里。

这种谈判策略，用在商业
上，可以称为智慧；用在生命
上，只能称作伎俩。生命本无

价格，任何事后的补偿，都不足
以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必要
的补偿体现的是对生命的尊
重，是对遇难者家属的抚慰。
而且，赔偿一般有大致标准和
参考对象。挤牙膏式赔偿，哪
见一丝对生命的尊重？

这种牙膏式赔偿，背后还
有可能是相互推诿。现在赔偿
费虽然上涨了，可对于这 38 万
元是“什么钱”、事故责任方是
谁等问题，官方从来没有明确
界定。事故发生后，相关方面曾
把原因归咎为，“一些村民为走
捷径冒险越过铁路护网，导致事

故发生”。而多名遇难者家属
称，便道冲毁后，村民无路可走，
才走上大秦铁路迷雾河特大型
铁路桥。无论是“走捷径”还是

“无路可走”，都指向正在修建中
的迷雾河大桥及其便道。连续
下暴雨，便道一再被冲毁，公路
管理部门到底有没有责任？修
建的便道到底有没有质量问
题？便道冲毁的责任到底在秦
皇岛市公路管理处，还是在抚宁
县交通运输局？相关方面只顾
着打“口水仗”，就怕问题落到自
己头上，板子打到自己身上。

这一情况下，不赔偿不行，

可万一赔偿高了，一步到位了，那
责任也就可能坐实了。赔钱不
是小事，但这毕竟还是公家的事；
可一旦涉及责任，那就可能被问
责，那就是自己的事。思来想去，
还是挤牙膏式赔偿最好。

撞人事故的发生，折射出铁
路沿线居民出行之困境。破除
这一困境，需要铁路、公路携手，
拿出良方。可像现在这样，连对
生命的基本尊重都没有，连对责
任的基本担当都没有，铁路沿线
居民出行困境又该如何破除？
这种挤牙膏式赔偿，难道不是一
种“次生灾害”吗？ 毛建国

生理盐水充疫苗

时下，相亲已经成为很多人寻找另一半的重要途径。女方在第
一次见面时就问对方是否有车、有房，薪资多少，摸清男方的经济情
况，似乎已经成为常规流程。“80后”刘娟（化名）就因为相亲时没有
问男方的车和房，遭遇了男方无厘头的“诚意”怀疑。“刘小姐挺好的，
但是好像没什么诚意。现在相亲时女方哪有不问车、不问房，甚至连
薪水都不问的。”张先生这样解释没再联络的原因。一听此解释，有
人对张先生的意见表示赞同，说如今车、房就是男人的经济实力，你
不问，就好像不正常。 焦海洋/图

按照相关法规的规定，长春市自7月24日对向车
外抛物的驾乘人员罚款50~200元。8月6日，记者在南
湖大路路口发现，一辆白色丰田车副驾驶位置的男士
正在向车外扔烟头，交警立即上前查处。经核实，该车
是外地车辆，不清楚禁抛规定，交警只是进行了批评教
育未作处罚。（据2012年8月7日《长春晚报》）

不知者不为过，长春交警对外地车主网开一面，免
于违法行为处罚，这种人性化处理的方式，让人们所能
感受到的，不是法规政策的冰冷生硬，而是暖暖的人性
光辉，无疑将有力促进市容环境卫生的管理。

当然，在法规政策面前，并不是所有的“外地人”都有
这样般的幸运。前不久，从湖北开车回广东东莞市的邹
先生在湖南境内遭遇劫匪，身无分文。在湖南警察帮助
下，湖南境内一路放行；但到广州市太和收费站遇阻。工
作人员既不认耒阳市警方出具的证明，也无视车上人员
的饥倦交织、几近虚脱。即使是邹先生押上手表都不行，
非得要押上和外界唯一联系工具的手机。万般无奈之下
邹先生所幸联系上了广州朋友送来钱，才得放行。

不可否认，收费人员收取过路费自然有它的依
据。按照《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只有军车、120急
救车、辖区公安的制式警车才能免交过路费，收费并无

不妥。问题是，收费人员为什么就不能以人为本，特事
特办，让救人车辆迅速免费通过呢？难道钱比车上命
在旦夕的伤员的生命更重要吗？

“冷血”收费站的负责人说，目前有“公车私用”现象，
导致收费站也有自己的苦衷。假作真时真亦假，这就是

“公车私用”信用缺失的“恶报”。想必，收费人员的“苦
衷”，恐怕不只是“公车私用”的艰难甄别吧。巨大收费压
力之下的人情冷漠、金钱至上，或许才是他们不能放过包
括救人警车在内一切通行车辆逃费的根本原因。

现在的许多事情并不缺少政策制度，而某些政策
制度在执行中背离了人性，偏离了人性之基。许多时
候，面对公众利益的急切渴求，我们所急需的不是政策
制度救济，而是政策制度执行者的热情关爱。但是，他
们往往缺少对人民群众的基本感情，缺少对人民利益
认真负责的职业精神，忽视了人的思想道德建设，这才
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私利至上，公路的公共属性注定将与交通参与者渐
行渐远，背道而驰。令人欣慰的是，日前国务院转发通
知，同意四个重大节假日免收公路过路费用，公路惠民
终于端倪初现。惟有继续扎实前行，对公路公共产品属
性的深度还原，救人警车的尴尬才会彻底歇息。徐云鹏

6月底，路甬祥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
报告称，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有地方政府和企业法
人，擅自拆除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及其他文物古迹，
破坏文物环境和历史风貌。而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统计，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
于各类建设活动。（8月3日《法制与新闻》）

据新华社报道，近日，徐州和丰县警方
侦破一起系列生产销售假狂犬疫苗案。这
伙不法之徒用生理盐水注射进药瓶，冒充
狂犬疫苗销售，获利为生产成本的几十倍
甚至上百倍。可想而知，若有被狂犬咬伤
者注射了这样的“疫苗”，后果很可能要付
出生命的代价。 吴之如文/画

非“诚”勿扰

8月3日凌晨，河北省抚
宁县台营镇多名村民沿大秦
铁路行走至卢龙北站与后营
站间的迷雾河铁路特大桥
时，被停车不及的货物列车
撞上，造成9人死亡，4人受
伤。8月4日上午，抚宁官方
传达给遇难者家属的一次性
现金是25万元；8月5日，变
成29万元；最新数字，是38
万元。这真如遇难者家属所
说的：“补偿金像挤牙膏一
样，一点点地往上涨。”（8月
7日《东方早报》）

“紧急提案：沈阳各个店铺关店，谣言四起，请
权威部门赶紧声明，稳定民心……”8月6日下午，
辽宁省政协委员庄廷伟提交了一份加急提案，同时
通过微博公布，他希望沈阳有关部门能及时回应市
民关切、网络质疑。这一天，很多沈阳市民则已经
在切身感受生活不便：理不了头发、吃不到午饭。（8月
7日《南方日报》）

“网络技能”应成
领导干部必备素质

在当前的信息化时代，发邮件、看微博、上QQ、回复网
友问题……这些网络运用的基本常识，对于很多公众来
说，都应当是非常熟练的，即便是一些中小学生，也都具备
这方面的能力。不过，有少数政府机关的干部或是整日忙
碌于各种应酬，或是思想太过于陈旧，对这些网络技能不
仅不熟悉，甚至不会基本的操作，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更
是网络“文盲”。

如今，我们欣慰地看到，一些地区注重加强对党政主
要负责人的网络技能考核，如此举措十分必要。因为只
有领导干部能对网络常识熟悉运用，才能更好地参与到
网络问政当中，才能更好地办好政府网站、官方微博等服
务平台，也才能够加强网络舆论的正面引导，从而既有效
架设起服务百姓、力促和谐的“连心桥”，也能够营造和谐
稳定的社会环境。

领导干部熟练掌握网络应用技能，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民
意、听取民声。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只有更加真实准备
地了解民情，才能更好地为百姓排忧解难。如今，网络已经
逐渐普及，很多公众都通过网络畅所欲言，这样，对于领导干
部来说，如果能够抽出更多时间上网，就必然能够更加准确
地把握群众的呼声，了解百姓的疾苦，从而更好地为百姓服
务，切实当好人民群众的“公仆”。

领导干部熟练掌握网络应用技能，有助于节约财政开
支，避免形式主义。其实，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可以通过调
研、考察、走访、座谈等形式广泛听取民意，但这些方式很容
易流于形式，比如在座谈中，参与群众很可能是基层指派的，
这样，他们说的更多的是“甜言蜜语”，而难以发表内心真实
声音。如果领导干部通过网络听取民意，既能节约财政支
出，还能够有效地避免一些形式主义。

领导干部熟练掌握网络应用技能，有助于改进干部作
风，强化忧患意识。平时，很多领导干部都可能要面对周围
同志的各类溢美之词，如果领导干部能保持清醒头脑还好，
而一旦被各种美言冲昏了头脑，总以为自己的每一个决策都
是科学的，总以为自己的成绩是大大的，这样，就难免会麻痹
大意、消极不前。而如果能经常网上“微服私访”，必然能够
把握更多事实真相，强化忧患意识。

领导干部熟练掌握网络应用技能，有助于保持平
和心境，科学施政决策。不可否认，在网络上，有很多
刺耳的声音，其中不少是直指党员干部的，这其中，有
的声音是群众的牢骚或怪话，但有的是百姓无奈的倾
诉。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在上网过程中必须保持平和
的心境，要更多地认识和剖析党员干部中的不作为、乱
作为，与百姓换位思考，继而更加客观而科学地施政决
策，服务人民。 陈国琴

《人民日报》8月7日刊发文章称，网络快速覆盖
世界，悄然影响世界。某种程度上，谁占领网络制高
点，谁就掌握主动。在网络事件频发、网络安全问题
明显的今天，领导干部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
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
引导机制”。（8月7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