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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刘昌海

一语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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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你幸福吗”莫言：

“我不知道”

———央视专访莫言提问是否
幸福，莫言称不知。

出处：中央电视台
“为免令她伤心，唯有鼓起勇

气吞下人肉”

———乌拉圭
40

年前坠机生
还者讲述吃遇难者人肉原因：为
活着见到母亲。

出处：《华商报》

“等你死的时候”

———周杰伦与女友被记者问
及结婚请帖何时发，周如此回答。

出处：网易娱乐
“下课除了上厕所，不准走出

教室。 一天上厕所， 不准超过
3

次”

———上海某公办小学如此校
规。

出处：《新闻晚报》

“世上已经再也没有属于我
的财富了”

———年近六旬的商丘男子越
狱

32

年后自首， 老家田地已被
分，房屋已倒塌。

出处：《河南商报》

“到现在为止，我没买一处房
子”

———浙江男子捐款
1700

万
元，至今全家仍挤

30

平方米老房。

出处：《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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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敬老才是真正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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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载：《城市信报》载：近
日， 青岛市民张先生与弟弟妹妹
相约去爷爷家吃晚饭， 饭桌上老
人多次想和晚辈们说说话， 但晚
辈们吃饱后便拿起手机继续玩游
戏，或发微博。 老人一怒之下，说
了句“你们就和手机过吧”，便摔
了盘子离席而去。

一天到晚总是在摆弄手机，

离开手机就心烦意乱，这样的人
被称为“手机控”。 从医学角度

讲，这是一种强迫症，是一种病
态。

不过， 如果把让老人受到冷
落气得摔盘子的原因完全归结于
“手机控”， 那就错了。 一个人再
“手机控”， 如果陪自己的老板就
餐，也不可能对老板置之不理，他
不敢。 而爷爷屡次想找自己的孙
子孙女说话却没机会， 则只能说
明在这些年轻人的心里， 手机比
爷爷还重要。说白了，这些孩子根

本就没有敬老之心。

对于当今的独生子女一
代， 他们是集所有长辈宠爱于
一身。 但我们的孩子从小却甚
少受到应有的敬老教育， 他们
根本没有想过也需要对老人付
出。一句“外孙是狗，吃完就走”

的民谚， 就是这种关系的最好诠
释。在很多年轻人眼里，老人不过
是免费的饭店， 花不完的提款机
而已。

“手机控”是病态，不敬老更
是病态。对如何治疗“手机控”，专
家给出了诸如多和朋友见面聊
天、多参加群体活动等多种疗法。

我想，不妨再加一条：在休息日关
掉手机专门去陪陪家里的老人。

这样不但能够治好“手机控”，也
能慢慢改掉不敬老的毛病。

莫做“公堂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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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如何对待工作岗位，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在基层
宣传干部周恩义看来， 一个党员
干部对职务应该淡定， 对名利应
该淡漠，但对事业要充满激情、保
持干劲，时时用“无功就是过，庸
碌就是错”来鞭策自己。

正是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

周恩义才能几十年如一日地扑在
事业上，一门心思要把工作做好。

身体伤残击不倒他， 家庭负担拖
不垮他，名利诱惑绊不住他，任务
繁重难不倒他， 周恩义每走一步
都留下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闪光足
迹， 硬是把有些人看轻的基层宣
传工作干得风生水起， 受到群众
的交口称赞。

岗位可以平凡， 但业绩不能
平庸， 像周恩义这样的党员干部
不在少数。但也有一些人奉行“不
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生哲学，

他们无心干事、无力作为，工作四

平八稳、看摊守业，满足于应付了
事、 过得去，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
钟，惯于当“太平官”、“清闲官”。

这不仅自损形象，而且误事殃民。

清代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
记》中讲了这样一则寓言故事。一
个官员在阎王面前自称生时为官
清廉，所到之处，只饮一杯清水，

可以无愧于鬼神。阎王笑道：设官
是为了兴利除弊， 如果不贪钱就
是好官，那么在公堂中设一木偶，

连水都不用喝，岂不更胜于你？官
员不服，辩解道：我虽无功，但总
无过。阎王怒道：你处处只求保全
自己，该办的事不办，该断的案不
断，岂不是负国负民，无功就是过
啊。

这则寓言很值得我们深思。

在其位谋其政，有位当有为，这是
基本的政治伦理。对照现实，一些
干部出勤不出力、出力不出绩、谋
人不谋事，遇到矛盾绕着走，见了

困难就低头，什么事也干不成，什
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像木偶一样
成了机关里的“摆设”。 这样貌似
好人的不作为干部， 表面看风险
不沾边、 问题不沾身， 看似“成
熟”，实则庸碌无为、失职失责，非
但群众不认可， 事业发展更难以
容许。

从这个意义上说， 占着位置
不干事，拿着俸禄混日子，就是为
官者的失职。 这不仅是事业观和
价值观的问题， 也是职业操守问
题。细探究竟，或因怕多干事会出
差错、添乱子，甚至掉帽子、丢位
置，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缺乏干
事创业的担当与勇气； 或因进取
精神不足， 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奋
斗目标，总把眼前之利看得太重，

把长远发展看得太轻，小进则满、

小富即安，缺乏赶超跨越、追求卓
越的劲头与朝气。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 世界上

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
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当前，改革已
进入深水区，发展正处在攻坚期，

许多新旧难题躲不开、绕不过、推
不掉。与改革的破冰期相比，今天
我们面对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更加需要“冒”的精神、“闯”的劲
头，需要一大批勇于担当、敢于负
责、善于开拓的党员干部，不断攻
坚克难，在实干中创造业绩，在实
效中体现价值。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 对为
政者而言，心态决定状态，状态决
定业绩。把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清
醒忧患的危机感和执政为民的责
任感注入心中，才能远离“公堂木
偶”的工作状态，珍惜岗位、奋发
有为，真正把心思用在谋发展、干
实事上， 做到为官一任、 造福一
方。 （原载《人民日报》）

热点透视

饿着总比高谈阔论好
《成都商报》 载：

10

月
16

日
是世界粮食日。 成都市粮食局局
长舒刚已表示， 他将自愿参加国
家粮食局倡导的

24

小时饥饿体
验， 以此呼吁市民关注粮食安
全。 同时，四川省粮食局也已向
全省粮食系统的干部职工发出
相关倡议。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遗憾的是，随着物质财富日益丰
富， 加之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

部分民众尤其是部分公职人员
逐渐忘却了勤俭节约的传统美
德。一项有

2707

人参与的调查显
示，

94.3%

的人感觉身边的浪费现
象普遍，

92.6%

的人认为“公款吃
喝”方面的浪费最严重。

从这个层面上看，尽管象征
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但粮食局
长带头体验

24

小时饥饿，未尝不
是切中时弊之举。 具体而言，就
是通过切肤之痛，强化公职人员
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提醒世人
“丰年不忘灾年，增产不忘节约，

消费不能浪费”。

24

小时饥饿体验，当然无法
从根本上守护粮食安全。 但它却
是强化危机意识的有效手段，如
果这样的倡议和体验能够得到更
多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响应， 并经由
时间磨砺后慢慢转化为道德自觉和
行为自觉， 那我国的粮食安全必
然会随之变得更加可靠。

一言以蔽之，在守护粮食安
全一事上，主动预警或者未雨绸
缪，总比盲目乐观好；体验饥饿
总比铺张浪费好；身体力行总比
高谈阔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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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
15

年前就走了， 小儿
子

2007

年也去世了， 剩下两个
女儿和一个儿子大约一个月来
看他一次。 但一个以艺术的名义
在陌生人面前裸露的工作（人体
模特），让

84

岁的独居老人李军
(

化名
)

找到了快乐。 “我觉得打发
时间更容易了，而且看着那些年
轻学生说笑打闹，我也会跟着很
开心。 ”谁知媒体报道后，儿子给
他打来电话， 称他家里换了锁，

让老人不要再到家里来，因为觉
得“丢人”。 （《成都商报》）

我们的时代， 年轻人开放，

老年人保守； 网上活色生香，网
下衣冠楚楚；片场、车展等地娇
喘吁吁、波涛汹涌，日常生活中
的女士们却字正腔圆兼且深藏
胸与腿……保守与开放各有各
的领地，一旦越界，便会成事件。

李老汉年纪大了， 无所谓
了，找一个先锋的职业，既能挣
钱又有乐子， 让他偷着乐好了。

好事的媒体却要去广而告之，泄
露其隐私， 给其家人带来困惑，

最后还要展示其家人落后保守
的观念……

媒体要学会认识社会的差
异性，学会尊重别人隐私。

老年裸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