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病情”，别忘开药方
在浙江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会上， 一位农民工代

表谈及融入城市难：有什么困难、遭遇什么现状等，

问题讲了不少， 却没什么建设性意见。 全国人大代
表、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茅临生感慨：如果
以医生看病的流程来做比， 代表审议大多是停留在
说病情上，最好能多开药方。

说病情、 开药方是看病的重要环节， 都不可或
缺。 对症下药的前提，是全面、准确地掌握病情。 然
而，说病情只是看病的第一步，唯有开了药方、开对
药方，才能祛除病痛。两会年年开，医疗、教育、住房、

就业等一些民生话题年年都被代表委员们热议。 这
些话题始终保持高热度，自然是好事，但也难免陷于
老生常谈的窠臼。对此，代表委员也不妨关注一下自
己的审议效率。 有的时候，是不是“病情”说太多了？

有没有多想想“开药方”，开出的药方操作性强不强？

实现从“说病情”到“开药方”的跨越，实质上给
代表委员履职提出了更高要求。有理由相信，只要每
一次讨论都能累积一点良方，集腋成裘、聚沙成塔，

许多“痼疾顽症”终将药到病除。 （张洋
)

“给年轻人让座”

15

日，郑州市
20

多位老年人志愿者走上街头，

发出“给年轻人让座”的倡议。调查显示，大多网友认
为，老人与年轻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关怀和相互
尊重才最重要。

让座，似乎正陷入纠缠不清的道德之争，而因让
座引发的问题之严重也超出我们的想象。 郑州某女
孩儿未给老人让座，遭拳打脚踢；襄阳两老人为争座
位打架，

1

人猝死， 另
1

人
10

天后病逝……让座为
何变得如此“凶狠”？

一般情况，年轻人是愿意给老人让座，但很多时
候，因为上班太累而不愿意让座；有时候是因为没有
看见老人；有时候是因为情绪不好。让，是一种美德；

不让，也是年轻人的自由。 如果因为没有及时让座，

就指责某个年轻人的道德差，显然是缺乏理性的；如
果因为年轻人没有让座就对其拳打脚踢， 更是违法
之举。

老年人倡议给年轻人让座， 似乎更像是行为艺
术，老人这么做，并非是作秀，而是表达一种“体谅”。

体谅年轻人的难处，这才是一个长者应该有的态度。

日前，北京
100

多位老人向全市老年人发出倡议：晨
练，咱不和年轻人抢公交，让出早晚高峰，和上班族
错峰出行。倡议发出以后，社会对这些老年人错峰晨
练遛早儿， 不与年轻人抢公交的行为表达了由衷的
赞叹。

很期待公交车上让座蔚然成风。 谁给谁让座不
重要，重要的是相互体谅。 能相互体谅，还有什么困
难不能解决？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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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好”学生的时代导向意义

从
2005

年起， 武汉市共评出
1.72

万
名“新三好”学生。 “新三好”以好公民、好
学生、好子女为考核标准，取代思想好、学
习好、身体好的“旧三好”考核标准。 实行
“新三好”德育评价机制后，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教育的观念逐渐由封闭转向开放，德
育教育主体由学校转变为社会、家庭和学
校三位一体。 （

3

月
16

日《长江日报》）

武汉市能够积极改革中小学生思想
品德考核标准，以好公民、好学生、好子女
的“新三好”取代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
的“旧三好”考核标准，有着特别积极的意
义。

学校教育的根本， 就是既教书又育
人。 好学生的标准，决不能偏重知识文化

为主的智育，而应该着眼于培养优秀的社
会人，能够在家是好孩子，在学校是好学
生，未来走向社会是个好公民。否则，就会
将教育引入畸形。

目前这一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
经受着多方面的挑战，学校思想品德教育
更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好学生的标准究
竟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才能培养
出好学生， 已经成为教育工作者乃至家
长、全社会最为关切，同时也是最为棘手
的问题。 这亟须我们对此作出明确的回
答，刻不容缓。

而无论有多少挑战，多少考验，我们
对于好公民的期待不可争辩。 一名学生，

能够成为一个好孩子，一个好学生，才有

望成为一名好公民。 学校虽然不同于社
会，但学校完全应该为学生做好“知情意
行”方面的思想品德铺垫，提高学生明辨
是非的能力和韧性，抗御外界不良思想行
为的侵蚀，即便走向社会，走向中年老年，

也永远是个好公民，既勤劳善良，勇敢坚
强，又遵纪守法，充满爱心。

应该说，学校思想品德教育，是个艰
巨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来讲，决不能封
闭式施教，重理论轻实践，而应该眼睛向
外，面向社会，贴近现实，以开放的胸襟和
魄力，接受来自外界的一切现象和问题的
洗礼。 如此，以好公民、好学生、好孩子的
思想品德“新三好”才能抗侵蚀，走得远，

有实效。

(

贾志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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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简朴政府 改革承诺有力

“两会”闭幕日，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
的讲话与新任国务院总理的记者会，是最
受关注的。 两人亮相，形式不同，侧重有
别，主旨则一，前者重在中国梦的实现目
标和途径，后者则是保障实现梦想的具体
现实关注，其关键词是：人民、法律、改革，

即对人民的敬重，对法律的敬畏，对改革
的坚定不移地实际推进。

新总理的风格，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李克强质朴、从容、谦和，不管是开场白，

还是面对关键和敏感甚至挑衅提问，回答
都成竹在胸，语气不疾不徐，相关数据和
背景信手拈来，初听没有弹眼落睛、咄咄
逼人的冲击力， 但细品却有强大的自信、

坚定的承诺和实际操作的谋划为支撑。整
个记者会中，有些细节引人注目，一是他
非常尊重记者，每问必谢，一开始对《人民

日报》记者没来得及道谢，会在回答完问
题之后补上；还有，时常以手势强化答问，

比如说到“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
场的手”，为了表达壮士断腕决心，语气平
和的他，甚至直接往自己的肩膀和手臂做
了一个“切”的动作；最后，说到他在安徽
凤阳田头锄地时听到高考录取通知的消
息，还说到他对知青生涯的怀念———整个
记者会听下来，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他来
自草根、来自民间，很多语气和习惯，都有
强烈的草根色彩。

因此，在表述施政目标时，他承诺将
打造“开放政府、效率政府、廉洁政府”之
后，还补充了“简朴政府”，并辅之以三项
显然会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体承诺：

本届政府任内，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
新建；政府支出只减不增；三公支出只减

不增。

通观记者会答问，没有套话，直面挑
战，也没有避实就虚，有些堪称警句的表
达，也都朴实无华，有的甚至就直接来自
民谚，很能体现这位有学者背景的总理风
格。

比如谈及机构改革，他表态说，“绝不
能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
游戏”，“民生支出是刚性的， 不能减只能
增，那就是要削减政府开支，中央政府带
头，一级做给一级看”；谈反腐，“己正才能
正人，为官、发财应该两道”、“把权力涂上
防腐剂”、“腐败与政府的性质水火不容”；

谈中美关系，“少做没有根据的指责，多做
维护网络安全的实事”； 谈改革，“喊破嗓
子不如甩开膀子”、“要使明规则战胜潜规
则”，“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再深的

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关乎国家利益民族前
途，关乎智慧、勇气和韧性”；谈两岸关系，

“打断骨头还连着筋， 同胞之间没有解不
开的结”；谈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大
中小城市齐头并进，东中西因地制宜”；谈
到雾霾等环境问题，坦承“中国经济升级
版，就是在发展中让人民尽力呼吸洁净的
空气，饮用安全的水”……

所有回答，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新
总理的一句归纳“政府理应是社会公正守
护者”，就是“行大道，民为本，利益天下”。

新总理的第一个记者会， 让人看到的是，

坦诚、质朴与自信。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
年，描画蓝图也好，顶层设计也好，百姓关
切的反腐与环境问题也好，最终必须落实
到实际操作，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更需
要“甩开膀子”的实干。

(

李泓冰
)

如何实现环保与发展同
步，两会上备受关注，形成一
个共识：保护生态，不能因眼
前利益而破坏长远发展，要走
“美丽与发展双赢”的路径。相
关资料表明，我国部分草原地
区生态呈现出“总体恢复、局
部明显好转”的局面。

这正是：

开发保护两不误，

永续发展是正途。

金山无须青山换，

草原风光胜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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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机遇之门向每个人敞开
在“苹果四代”和“四袋苹果”的差

距下，人们能否拥有公平的机遇？尚不
均衡的教育资源分配中， 同龄人是否
可以平等放飞自己的梦想？今年全国两会
上，有关社会公平的话题依然保持十足热
度。

不必讳言，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
展， 我们告别了普遍性的物质匮乏和贫
困，但也在社会公平建设领域留下了一些
“短板”和“软肋”：从寒门学子“知识难以
改变命运”的喟叹，到农民工“城乡两无
依”的惆怅，以及“蚁族”、“蜗居”等生活现
实……在社会不断发展前行的同时，关于
公平的社会焦虑和呼声也与日俱增。

事物有参差，公平无绝对。 但需要警
醒的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积累，我们
绝不能满足于平均数意义上的强大，更应
对贫穷“遗传”、阶层板结、利益固化等不
良社会趋向高度重视。 一个社会、一个国
家要健康前行，公平正义不可罔顾。 既患
寡也患不均的执政意识，确保社会公平正
义的管理意识，不可一日或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逐步建立以权
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
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这是对社会公平期
待的真切回应和庄严承诺。 我们也看到，

近年来，从上学到看病，从就业到养老，从
收入分配到社会保障，个体、城乡和区域

之间的差距整体上正在不断改善，社会公
平建设越来越受到各方重视并付诸实实
在在的行动，这是必须坚持和不懈努力的
正确方向。

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发展来解
决。 实现“三个公平”，必须坚持以发展为
第一要务， 使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民
众；同时，更要从制度安排上对破坏公平
的权力异化行为进行约束。

实现公平知易行难。 但唯有知难而
进、奋起改革，才能真正营造出一个“海阔
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活力世界，让每个
人在这样的世界里都能公平把握机遇，自
由放飞梦想。

(

涂洪长
)

美丽与发展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