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锋是谁”

别只问孩子
3

月
5

日是“学雷锋”活动日，

《山东商报》记者在济南一些学校门
口的随机调查发现， 很多低年级小
学生却不知道雷锋是谁， 各类答案
可谓五花八门， 最雷人的答案令人
啼笑皆非：“雷锋是修塔的， 他住在
雷峰塔里。 ”

“学雷锋日”，媒体上鲜有相关
活动的报道，与过去流传的“雷锋没
户口，

3

月来
4

月走”相比，形式上
学雷锋的热情，也渐渐淡去。

诚然， 雷锋的式微有着不可忽
视的时代背景， 社会价值多元与生
活方式转变， 让他不再是盛装道德
的唯一容器。于是，“雷锋”开始从记
忆中模糊，孩子不知道雷锋是谁，并
不雷人，他们是成人的镜子，鉴照出
家长乃至社会丢掉了雷锋。

曾经温暖过几代人的雷锋精
神，在时代发展的背景下，真的不需
要吗？ 其实，这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
题。 尤其是在这个物欲横流、沉渣四起
的时代，我们仍然需要雷锋精神，需要
他来温暖我们的心灵、 涤荡我们的灵
魂， 更需要他来引领社会精神的救赎。

作为一种精神，理应形成一种文化自
觉，内化成为思维行动的一部分。

“雷锋是谁” 不止小学生要回
答，每个社会成员都要回答，因为找
寻遗忘的雷锋， 就是寻找精神回来
的世界。 把雷锋从具象的形象中解
放出来， 并置身于时代发展的背景
下，不断注入新的内涵，教育孩子，

激励自我。当人人心中有雷锋，当精
神融于血脉，雷锋便不再是节日，也
不再是所谓的“谁”。 （木须虫）

“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晚
会， 太多太多的文艺用晚会
的形式， 什么事情都能办个
晚会。 ”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
一次会议小组讨论的委员濮
存昕说，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
家像我们这样有这么多晚
会。 （

3

月
5

日《信息时报》）

文化搭台、经贸唱戏。 被
喻为一种较好的招商发展模
式，许多地方视为“法宝”。 但
文化搭台往往被简单肢解为
办一台明星荟萃的豪华晚
会。 于是，那么多的经贸活动
就演绎为那么多的晚会。 而
且这样的晚会是不计成本
的，也为明星“走穴”提供了
机会。

晚会太滥、太烂，莫过于

每年各台的“春晚”了。 春节
期间打开电视满是各地卫视
的“春晚”，则让人有点“消化
不良”。 今年春节前，广电总
局下发了《关于节俭安全办
节目的通知》，但是地方“春
晚”的情结是挥之难去的。

不言而喻， 办一台“春
晚”，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财力。 近些年来，各地都争着
抢着办“春晚”，而办“春晚”，

没有影视、 歌坛明星的“光
临”是不行的。 有了明星的捧
场，“春晚” 则容易产生眼球
效应，可以赢得好的收视率。

于是，争明星、抢明星的情况
不断地出现， 也造成其身价
“见涨”，无疑增加了“春晚”

的举办成本， 难免导致节目

质量大打折扣， 也是得不偿
失之举。 各地办“春晚”，不但
是一种浪费， 而且助长了奢
侈低俗之风。

“晚会”泛滥，已成为一
种新的文化陋习， 有必要给
予整治。 其实，“晚会”助兴也
好，“晚会” 丰富文化生活也
罢，不必太多、太滥。 真正的
“文化大餐” 应该走群众路
线，紧紧贴近老百姓，才有生
机和活力。 因此， 有必要对
“晚会”实行审批制度，力戒
过多、过奢、过俗，将精简“晚
会” 节省的经费用于发展群
众性文化上， 办老百姓更喜
欢的文艺节目， 才能赢得老
百姓的信赖和支持。

（郑文）

两会声音

如果说群众为了看一个大病花
费很高， 但由于医学的不确定性又
治不好，最后人财两空，心里肯定会
不平衡。 一定要改革掉以药补医的
弊端。如果一个医院生存、医生收入
是依靠从最弱势的群体身上赚钱，

医患关系能好吗？

———全国人大代表、 卫生部部
长陈竺

没有产业支撑简单造城， 很可
能引发乱上项目、浪费土地、劳民伤
财， 城镇化最后空心化， 出现所谓
“空城”、“鬼城”现象。

———全国人大代表、 广西柳州
市委书记郑俊康

GDP

第一，还是健康第一？ 现
在到了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了。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工程
院院士钟南山

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
“自由迁徙”这个词。 其实自由迁徙
已经是中国大规模城镇化进程中的
现实，农民工虽然实现了自由迁徙，

但没有享受到公平的待遇， 背后是
制度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海
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适当增加财政赤字和国债规
模，保持必要的支出力度，有助于拉
动经济增长。

———全国政协委员、 财政部财
科所所长贾康

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大对幼儿教
育的引导， 及时掐断应试化教育的
苗头。

———全国人大代表、 江苏南京
浦口霞光幼儿园园长蒋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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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数据”引领中国前进路径

5

日，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报
告关于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投入，

依然十分亮眼。

有一系列数字为证———目前年度财
政性教育支出总额已经超过

2

万亿元，今
后还要继续增加；今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继续提高

10％

；新农合和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

280

元；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提高
到

30

元；要继续加大“三农”投入……

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占财政支出的
比例；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均保持着持
续增长。 “民生红利”就蕴藏在这一串串翔
实的数据中，蕴藏在这些数据的变化轨迹
里。以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而言，

2004

年，

人均还只有每月
700

元，到了现在已升至

1721

元。

让每一个人都能切实感受到社会的
变化，分享现代化的红利，既是政府的责
任所在，也是民众的正当权利。

尤其是纵向来看，从以往的“

GDP

至
上”到这些年来的“民生优先”，乃至适度
普惠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这样的转型来
之不易，值得格外珍视。

一方面，这一转型体现了政府执政理
念的主动求变，回应民众关切。 尽管个别
地方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调高增速”的
政策倾向，但从整个发展的语境看，“科学
发展”理念之下，不再强调不惜一切代价
实现经济增长，则是毫无疑问的共识。

另一方面，这一转型也与民众及舆论
这些年来持续不断的追问与表达有关。全

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改变以往补缺型
的社会福利……可以说，强调民众权利的诉
求表达，以及政府与民众在这一问题上的良
性互动，共同推动了社会共识的达成。

当然，客观地讲，尽管变化明显，愿景
美好，但未来在改善民生方面仍面临着诸
多严峻挑战。环境污染、房价畸高、好的学
位难求、贫富差距加大等，若不及时破解
这些问题，必然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
困扰， 甚至会部分抵消已取得的发展成
就。

政府工作报告对此也有阐述，“教育、

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
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
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不少，部分群众生活
困难”，这些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乎

民众的生活福祉。

因此，必须持续不断地释放“民生红
利”，并切实推动社会福利转型，让民众感
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幸福感。

具体而言，要从资源禀赋的高度认识
“发展主义”的局限，下决心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 继续践行民生至上的发展理念，以
改革释放民生红利；要通过法律制度的形
式来保障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增量投
入，以实现可持续、制度化。

换届之年，这一串扩大民生投入的数
据，无疑也是“民生优先”理念的“接力”。

“民生数据” 指引着未来几年的发展，要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
民”，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民生投入，

无疑是改革的重要路径。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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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滥的“晚会”真应该改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