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人李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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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南下闯
荡，辗转海南等地，因觉得未闯出
名堂，钱也没赚到，便一直没脸回
家，以至与家人失去联系

18

年。 家
人苦寻无着，以为其离世。 李近年
无法打工，只得流落海口街头。 日
前，幸遇同乡相助，促其返乡。 离乡
廿载，老母健在，母子相见，抱头痛
哭。 而李的子女也都成家立业，生
活富足， 家乡变化更令其恍如隔
世。 （据《华商报》）

当年项羽率兵攻下秦咸阳，有
人劝说关中土地肥沃，又有山河屏
障，可建都成霸业。 但项王却称富
贵不回乡，岂非穿了锦衣华裳在黑
夜中行走。 于是有了“锦衣夜行”之
典故。 看来，出外打拼的人都有着
衣锦还乡的梦想，古今皆然。 只是，

“闯天下”成功的因素诸多，尤其现
代社会，“闯天下” 的内涵早已不
同， 出门时豪情万丈固然可嘉，但
固守不成功就无颜见江东父老的
死理，也大可不必。 亲情，永远是人
生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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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替“百姓焦虑”把脉
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乔

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西服整烫工吕华荣讲述了自
己的苦辣酸甜：子女在外上学很困难，老人在家照
顾不方便，打工挣钱很辛苦，白天焦虑晚上着急。

在人大会议上说出自己的焦虑， 没有人觉得
不妥，反而赢得了与会代表的共鸣。因为这里本来
就是反映群众意愿、倾听百姓心声的场所，百姓工
作生活的焦虑，是题中之意。代表的亲身经历和现
身说法，本身就是最直接、最现实的表达。

今年政协会上， 崔永元委员反映奶制品的质
量安全，葛剑雄委员追问考研试题泄露事件，欧阳
钟灿委员继续建言

PM2.5

的治理……大家纷纷
把民生议题摆在案头，把百姓关切带进会场，让人
们感受到了务实求实的好风气。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号准社情民意的脉，真
抓实干才有着力点。从这个意义上，直面百姓的焦
虑，是代表委员的履职要求，也是解决百姓切身利
益问题的起点。 （张洋）

少讲“体面”多赢“脸面”

座驾比排量、应酬比阔气、出行讲排
场……究竟有多少这样的行为在刺痛公众
神经？ 正在召开的两会上，一些地方和部分
干部片面追求“面子”的做法引发热议。 一
些代表委员带来了百姓的呼声： 过分追求
“体面”，往往丢了自己脸面；少一些浮华和
攀比，更赢得尊重和信任。

这是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事实： 有的
地方不顾当地财力， 无视学校的危房，却
将政府办公楼盖得富丽堂皇，美其名曰
“展示地方形象”； 有的城市， 每逢重大庆

典、领导视察就大肆“化妆美容”，主干道旁
的建筑被粉刷一新， 全不顾小巷深处的脏
乱差……

和一些地方建设和发展中的虚荣相
比， 部分领导干部对排场和体面的追求更
让公众如鲠在喉，引起越来越强烈的质疑：

办公室装修日趋豪华，最好还带卧室茶室；

出入排场越来越大，前呼后拥，有人打伞有
人拎包；专车不仅要进口品牌，更要排量大
的；参加活动需红毯铺地；出差必享受贵宾
待遇和头等舱……林林总总的“体面”和

“威风”，令群众深恶痛绝。

值得欣喜的是， 这一现象日益引起各
方警惕和重视。 尤其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
后，轻车简从、务实简朴多了，铺张浪费、形
式主义少了。

人们衷心希望，奢华攀比、追求“体面”

的习气渐行渐远， 务实简朴的新风能不断
劲吹。 同时期望加大监督力度，对那些挥霍
浪费、追求享受，甚至欺上瞒下、弄虚作假
的干部，应坚决处理。

(

新华社记者王研
)

捐 款 缩 水

深圳市民阮燕婷一家自
1993

年始，资
助江西一位叫“陈小喜”的学生，直到他初
三毕业。 后来陈小喜到广东打工，见面聊天
时说“谢谢阿姨每学期提供的

40

元生活
费”，捐助人顿感惊讶，因为寄给孩子的至
少是

400

元！ 而且写给孩子的信也从未被

收到。 近日，经当地媒体初步调查，捐款严
重缩水的事实为真。 （

3

月
10

日《深圳卫
视》）

据报道，阮燕婷的妈妈，是在“‘手拉
手’助学活动中，一对一资助陈小喜的”。 可
以想见，所谓“一对一”绝非是“点对点”（直
接汇款给孩子监护人）的方式，而要经项目
组织方、校方等多个环节中转。 恰是在此背
景下，才会发生“捐款缩水”之事。

值得注意的细节是， 陈小喜反映，“当
时班上有四五个同学接受了深圳好心人的
捐助，到手的都只有

40

块”。 由之可见，捐
款的大额缩水， 并非是个别人一时起意所
为，而是与某一长久存在的“规则漏洞”有
关……的确， 公众更愿意将此事归因于少
数“贪婪者”与“制度后门”的一拍即合，而

不是源于“制度”本身的“合法”抽成与盘
剥。

陈小喜的遭遇，终究还是“旧有慈善模
式”的产品。 客观地说，随着时间流逝，慈善
领域已然发生了些极为深刻的积极变化。

然而， 纵使走上了正确的变革之路， 回望
“

400

捐款变
40

”的荒诞故事，仍极具参照
与反思价值。 通过此事，公众、职能部门，都
该更加坚定一个共识， 即建构起更文明的
慈善组织方式，是如此的迫切和必要！

在了解陈小喜的故事后， 阮燕婷一家
表示，“不会放弃做慈善， 但今后将更多参
与‘亲力亲为’的项目”。 ———当捐助人的
诉求已变，慈善事业的组织方与管理者，更
该加速纠偏， 拿出更具竞争力的慈善方案
来。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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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老总备受“信骚扰”，怪谁

浙江移动老总称一天也收
10

多条垃
圾短信，很无奈。垃圾短信狂轰滥炸、个人
信息被泄露，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浙
江公司总经理钟天华也不例外。 “我最多
时候，一天要收到十多条垃圾短信，真是
很无奈。 ”在浙江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钟
天华这么说。 （

3

月
10

日新民网）

移动老总也备受垃圾短信困扰，一副
很无奈很委屈的模样儿。 不过，在下并未
因此生出同情，反倒有几分“幸灾乐祸”。

一个网络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中国的手机
用户都遭遇过垃圾短信的骚扰。 并且，这

种状况已经持续若干年了，老百姓早就怨
声载道了，媒体也屡屡曝光了，可情况却
依然如故，且在一定范围内有愈演愈烈之
势。 难道移动等运营商不清楚吗？ 难道警
方不知道吗？ 垃圾短信猖獗到这种地步，

到底该怪谁？与之相关的企业和管理部门
都应反思。

其实， 从技术层面而言这并不困难，

通过资费清理、规范平台、畅通举报渠道、

监控短信发送流量、内外共治等手段全面
开展垃圾短信综合整治，完全可以实现让
用户免受“信骚扰”。但为何垃圾短信一直

都难以根治呢？ 个中缘由，除了某些部门的
责任心问题，更是利益使然———由于短信服务
收入是运营商收入的一部分， 为了切身利益，

运营商对内容、 服务提供商管理并不严格，甚
至还有纵容之嫌。 移动老总吐槽“信骚
扰”，更像是“撒娇”或者推卸责任。

媒体上曾经报道过一个极端事例。北
京通州的李老伯夜里频繁收到骚扰短信，

一气之下，花
3000

多元购买了“呼死你”

设备，见到广告短信号码，一律“呼死”。后
来老先生又从网上下载了“呼死你”软件，

继续对付这些骚扰电话和短信。一年半的

时间里，他“呼死”了近
2000

个电话号码，

却没有一人报警。类似事件一是说明当前
垃圾短信已经猖獗到老百姓忍无可忍的
地步；二是说明只要动真格，垃圾短信并
非不能治理；三是说明相关部门对此打击
不力，让一些老百姓对其失去了信心。 垃
圾短信已成社会公害，而运营商却仍然能
拖就拖、不愿自断“财路”。 在这样的情况
下，要想彻底根治垃圾短信，还需立法部
门尽快出台操作性强、可以有效打击垃圾
短信的法律法规，靠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老
百姓的权益。 （乔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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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里面一共有几个妖怪”

———复旦大学自主招生又现面试怪
题。

出处：浙江在线
“我不光有胸，还有胸怀”

———彭丹谈自己从香港艳星到内地政
协委员。

出处：南都周刊
“一个国家如果连自己的儿童都保护

不了，那就是国耻”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陈云英谈贵州五男童事件。

出处：中国网
“我就要买这个手机，你不给钱，我就

把店砸了，等你过来赔钱”

———重庆
20

岁男子要妈妈给他买手
机，否则就砸手机店。

出处：《重庆晚报》

“我是‘裸辞’的，完全没有给自己留后
路”

———上海白领放弃两万月薪工作，辞
职寻找隐居地。

出处：《新闻晨报》

“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你们送我回
家吧”

———武汉一男子报警谎称被盗， 想蹭
警车免费回家。 此前已有三次相同报警记
录。

出处：《武汉晚报》

“这场婚礼只是仪式， 不具有法律效
力”

———南非
8

岁男孩娶
61

岁老妇，当
众交换戒指并接吻。男孩母亲称只是仪式。

出处：《环球时报》

“你虽然不是雷锋，但也是好心人。 这
钱给你”

———上海醉酒男子拒绝路人送其回
家，塞

320

元钱叫对方走开。

出处：《新闻晚报》

“让她步行到前方收费站时，再让她上
车，以治治她的唠叨”

———山东男子嫌女友唠叨， 在河南高
速路段将其丢在服务区。经民警劝说和好。

出处：《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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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丐”回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