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的鞋子、灾区的帽子和官员的面子

近日，“最冷寒冬”里广西山区小学生穿凉鞋睡凉席的消息引起了
各方关注，各地的爱心人士纷纷捐资捐物。不过，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却
因为不想戴上灾区的帽子，要求媒体停止呼吁爱心捐助。 （

1

月
20

日
《今日早报》）

孩子的鞋子、灾区的帽子与政府的面子，这三者之间，哪一个更实
在，哪一个更虚假，相信不辩自明。灾区的帽子谁都不想戴。这和“百强
县不强，贫困县不贫”的道理完全是一个样。没有一个地方官员希望自
己在任期间政绩不明显，或是出现倒退，更没有一位政府官员愿意把
自己的辖区定义成“灾区”———除非灾难发生，又无法隐瞒。为升职计，

为上级评价计，一些地方出现黑白颠倒式的笑话，不在话下。

孩子的鞋子不敌政府的面子，原因有两个：一是，百姓的生活质量
与民生工程，在部分官员那里并非是最重要的东西；二是，当下的考评
体制存在不少漏洞，以致虚假之风肆虐，导致地方政府讳疾忌医。在健
全的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建立之前，社会性的善举，只能依赖于地方政
府“不捂盖子”。 这要求地方管理者以一颗坦诚之心，去做自己应该做
的本分事；也要求他们抛弃家长作风，把百姓不再当成棋子和工具，真
心实意地去关心孩子的鞋子，而非那些建立在虚妄之上的光荣正确的
形象。 （王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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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子水”

传统的“坐月子” 方式很容易让人发
胖。近年来流行的月子水，就是坐月子期间
喝的水，虽然价格不菲，但是功效宣传得挺
神乎， 说是可以增加营养， 还能够健美瘦
身，因此受到了不少产妇的追捧。专家对此
表示，里面没有检出氨基酸，钙含量不如矿
泉水，可以说里面什么都没有。

如果说“月子水的味道，傻子才知道”，

肯定有人不爱听。 但一个连生产保健食品
的资质都没有的厂家，生产出来的一款“里
面没有检出氨基酸，钙含量不如矿泉水，可
以说里面什么都没有”的产品，卖

500

块钱
一箱，你还一个劲儿往家里搬，这不是傻是
什么！

任由“月子水”这样的产品在市场上销
售，当然有行政部门监管不力的因素，但我
们消费者也应该自己长个心眼， 不能人家
宣传什么就信什么。就算监管再给力，也得
在产品出现之后，而不能在产品出现之前。

换言之，总得先有人上当才行。 很多时候，

还需要我们自己给自己把关。

坐个月子光水钱就花
5000

多块的家
庭，也不可能是普通人家。 按理说，这些消
费者属于高端群体。 这些人理应具备最起
码的科学素养， 对这样一款明显是忽悠人
的产品趋之若鹜，真的不能全怨别人。

相信在媒体曝光之后，“月子水” 的销
售者会受到查处，那些买了“月子水”的消
费者肯定又会大呼上当。 但炒作出来一个
概念就有人相信， 就能够从消费者的腰包
里掏钱，这样的亏我们已经吃得太多，我们
总得长个教训才行。 有更多的钱用于健康
消费，这是好事。 但在消费的时候，一定要
改改盲目跟风的毛病。否则，商家从我们身
上赚走了钱，还会指着我们的后背说：看，

这是傻子！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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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不该有“蹲地铁”的农民工

近日，重庆轨道交通
1

号线列车内，一位农民工兄弟宁愿一直蹲
着依偎在妻子身旁，也不愿坐下，怕自己的衣服弄脏坐椅。与多数人的
感受一样，看完这条微博我也是“一阵心酸”。这种的谦卑与“自觉”，是
要经受多少次旁人的白眼、社会的排斥才会形成的“心理惯式”啊？ 对
于每一座自称人性化的城市来说，农民工的这种“自觉”难道不是一种
反讽吗？

其实除了同情，我们还可以将同情化为实际行动。 为什么同座的
乘客只是“往旁边挪了挪”却不开口招呼一声？为什么身为轨道集团车
辆公司职工的拍摄者“一直到他们下车，都没有去问他们什么”？ 毕竟

同情改变不了现况，行动才能真正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

我们还需要思考的是， 为什么农民总是蓬头垢面地出现在共同场
合，以至于石灰衫、油漆裤都快成了他们的“行业装”？是他们不讲卫生、愿
意如此，还是因为工地的淋浴条件太差？如果社会能多提供一些廉价的公
共浴场，让农民工在下工后可以先洗个澡再回家，何至于如此？

所以说，对于“农民工蹲地铁”我们不能只是感动一番了事，“让他
们坐下来”也并非我们的一种施舍。 无论是出于维护他们的权利还是
为了社会的发展，我们都必须行动起来，以城市一分子的平等姿态接
纳农民工，而这，不妨从消灭“蹲地铁”现象开始。 （王烽）

对热点事件的调查， 无论进展到
什么程度、结果如何，都应该通过官方
微博、官方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发布。不
及时查处和回应民众质疑，就是“欠公
众一个回复”，不利于社会监督，也不
符合“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原则。

———在网络资讯发达的今天，对
于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 中国政法大
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 解决就业
渠道变窄的一条重要通道是发展服务
业，这是容纳大学毕业生最多的行业。

我国应该寻找发展服务业的积极对
策，而不是对一些传统岗位，附加上户
籍、“编制”等好处。 这种权宜之计，让
服务业的发展更为艰难。

———针对高校毕业生死磕编制独
木桥的问题， 知名教育问题专家、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金融市场开放后，长期来讲，往往
会推动国内市场的发展， 而不会压制
国内市场。而且中国的金融市场、证券
市场的开放一定是我们推进人民币国
际化的一个重大的战略步骤， 必须要
早做，而且早做远远比晚做要好得多。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向松祚先生谈到金融市场开放的意义
时说道。

如何减少私家车以及公务车在灰
霾天气的出行是现在急需解决的命
题。 可以建立一个弹性的单双号限行
机制：如果未按规定出行，根据录像探
头等监管，发现后不扣分但扣钱，严格
遵守“污染者付费”。 这种方法不但符
合环境正义的要求， 还可较有效地解
决大气污染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周
珂近日接受媒体采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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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是观察公平的一个窗口

春运将至，返乡人多、车票紧张又成常态。 运力紧张之下，购票公
平的问题再次凸显。目前，网络购票中出现了一款“抢票插件”，网购秩
序被打乱，有人抱怨网络技术制造了购票门槛，导致不公，最近铁道部
叫停了该插件。 近日又有律师申请铁道部公开春运票数，要求查明车
票确切流向，这是网络之外杜绝“抢票”的努力，是否存在内部留票的
疑问，尚待铁道部门的回复。

春运是老大难的问题，它根植于中国当前特殊的现实环境，让铁
道部门提供充分运力确实有些苛责。但是，唯其运力紧张，所以提供公
平、有序的购票环境至为重要。 越是紧张的、公共的资源，越须公平分
配，这是比拷问运力如何跟上更现实、更迫切的问题。 长久以来，人们
每逢春运就要抱怨，除了一票难求，更是因为购票欠缺公平，至少没有
敞亮的信息、便捷的渠道让人体会到公平确实存在。

因为欠缺公平，购票秩序存在漏洞，“春运经济”应运而生。黄牛党
倒票，因为票源不清晰，有人可以利用各种关系囤票，本已紧张的车票
又被人为制造了稀缺。 “抢票插件”盛行，这固然是因为网络技术太发
达，但网购的设置本身莫不制造了抢购的气氛，没人清楚知道何时排
得上号，有网络优势的人群更倾向于走技术的捷径。

除了技术、程序设置的因素外，还有哪些因素导致不公？我们无法
确知，但难免有所猜测。律师申请铁道部公开春运票数，正是怀疑有内
部留票的可能。也就是说，有人用软件在网上“插队”，也可能有人利用
权力在系统内部“插队”。在紧张的春运氛围下，技术、权力都是特殊的
能量，各种形式的“插队”都在烘托、助长春运的紧张感。或者因稀缺而

一票难求，或者明明有票而根本买不到手，资源紧张加上分配不公，让
人们积怨难消。

有票而买不到手，说明能量还不够大；逢春节非回家不可，除了部
分乡愿，可能也说明太多的人在城市里扎根是困难的。 春运期间不辞
辛劳赶车、回家的人，其实大部分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 这部分人群，

即便没有所谓的乡土情怀，春节期间也必然得奔赴回乡。 他们没能力
选择留守，没条件接父母来所在的城市过年，在城市里漂浮无根，必然
也必须回乡过年。 在这个意义上，更多人面临着生存、发展境遇的不
公，而这是春运特有的经济、文化现象。

早有人论述过，彻底改变春运难题的办法，并不是一味增加运力，

而是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虽然自由迁徙是人的基本权益，但
发展的不平衡让更多人只能选择迁徙， 从欠发达地区走向发达地区，

自愿或者被迫从扎根的乡土走向无根的居所。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如同
吸附器，人作为资源被吸纳进来，却无法以人的体面方式深度融入。解
决这个问题当然非一日之功，但它显现公平问题的一个侧面，是我们
以公平问题关注春运的视角之一。

种种不公的因素制造了春运难题，也让春运难题雪上加霜。 人们
滋生了不满，抱怨的话年年在喊，累积而成各种不信任的态度，一到春
运期间就要情绪爆发。反思春运，长远看是如何平衡发展，现实的看是
如何让稀缺资源得到补充， 而当前最紧迫的是稀缺的资源公平分配。

春运问题有它的因果链，解决问题有轻重缓急，但核心出发点就是确
保公平。 （肖畅）

近日，网上曝光榆林市人大代表、神木
县农商行副行长龚爱爱有两套身份信息，

在北京有
20

多套房产，价值逾
10

亿。 神木
县公安局日前称， 龚爱爱另一个名为龚仙
霞的身份证确实存在，现已将其注销，该身
份系派出所民警在户口录入时工作疏忽造
成。 （

1

月
20

日《京华时报》）

对于有两个户口问题， 龚爱爱本人辩
称，是自己“愚昧无知”听信道士的话，不管
她怎么自圆其说， 这话里分明道出她是有
意为之， 一下子就戳穿公安机关“操作失
误”的把戏。

且不说这层，能把“龚爱爱”一不小心
写成“龚仙霞”，那实在是鬼斧神工。 唯一可
以解释的是， 这位民警当时被某种东西迷
了心窍，龚爱爱有的是钱，而有钱能使鬼推
磨。 不知在造就“房姐”财富神话中还有多
少“工作疏忽”。

“房姐”说她的财产都是合法所得，但
仅凭伪造第二个身份的伎俩就觉得可疑，

可当地似乎注销一个虚假户口就了事。 某
些人特别善于赚钱不可怕， 就怕他们能轻
易获得“贵人”相助，大开方便之门，即使有
不正当的嫌疑也能平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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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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