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问政”是可贵的秀
官员们坐台上，主持人播

放一段段事先由记者暗访拍
摄的短片，曝光城市建设的种
种弊端， 市民现场质问官员，

其中不乏犀利麻辣的场面，这
就是武汉“电视问政”。 这档直
播节目中，被问政的内容事先
全程保密，现场市民人手一个
电子投票器， 官员答辩后，市
民满意度投票现场公示。

“电视问政” 在很多国家是
非常普通的事情。 但在我们国
家，“电视问政” 是很稀罕的事
情。 半年举行一次的武汉“电视

问政”能够坚持到第七次，不得
不说，开创了一个历史。

当然，也有声音质疑这是
一场秀。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
认，就当下现实而言，官员接
受市民公开提问并且给出回
复， 已经算是了不起的进步
了。

在我看来，“电视问政”即
便是一场秀，那也是最不坏的
秀；即便是形式主义，那也是
最可贵的形式主义。 统计显
示，武汉“电视问政”的收视率
是同时段黄金档电视剧的约

3

倍。 收视率足以说明一切，如
果真的只是毫无价值的形式
主义，相信市民早就审美疲劳
而不会持续关注。

诚然，“电视问政”还有不
断改善的空间， 但是我认为，

武汉“电视问政”非常有必要
在全国推广，让官员们都通过
电视在当地民众面前亮亮相，

接受公众质问和监督，同时也
接受真实的投票评议。 唯有让
官员都去“电视问政”中出出
汗，工作中才能更加积极更加
主动。 （盛翔）

18

个人挤入电梯，工作人员喊
了半天，没人肯下来。 结果，电梯直
接从

1

楼下坠到负一楼，

18

人全部
被困。 这是日前发生在樊城领秀中
原写字楼的一幕。 这栋写字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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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电梯，出事的是
1

号电梯，核载人
数为

13

人，目前已正常运行。 （

7

月
14

日《西安晚报》）

仅就个案来看，这样的新闻或
许不值一说， 因为就如新闻所陈述
的事实一样， 电梯坠落的直接原因
就是挤电梯的员工缺乏安全意识和
公德，“超载了仍往上挤”。但在电梯
高度普及化的今天， 一部“超载即
坠”的电梯，真的全赖市民“目中无
安全”吗？

电梯“超载即坠”，说明电梯本
身的安全性能已存在问题， 而纵容
如此隐患重重的电梯运营， 本身就
是对安全的不负责任， 这样的管理
思维显然比居民的无秩序意识带来
的隐患更大。退一步说，超载成为一
种常态，恐怕不能全怪公众无秩序，

大楼的电梯是否能满足公众日常出
行的需要，或更值得反思。

现在一般新投入运营的电梯，

超载时大多会自动发出报警信号，

且门无法关上不能运行， 一部超载
即可能造成下坠的电梯， 很可能存
在老化问题。

一部“超载即坠”的电梯或许只
是电梯整体安全现状的一个略显极
端的展示， 但其所应该激发的警惕
意识却应该是日常性的。 每个人有
义务按照规定乘坐电梯， 但对于危
险电梯的反思如果仅仅限于呼吁道
德自觉， 而不能看到一部带给人安
全感的电梯， 必然由理性的公共管
理、严格的标准鉴定、切实的检修排
查等诸多合力打造而成， 那么，“超
载即坠” 的电梯就很难说只是一则
遥远的新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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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安全监管”，不出事才怪

矿井下一氧化碳超标竟不
报警、井下排风扇居然尚未开封
使用、 应

２４

小时值班的监控室
无人值守、安全隐患记录有造假
嫌疑……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暗访
组近日对内蒙古赤峰市的金属非
金属矿山企业进行暗访和抽查，

４

天到访
１３

家企业， 发现安全隐患
重重，责令其中

６

家立即停产整改。

特别令人深思的是， 就在一
个月前， 针对全国接连发生的多
起重特大事故， 为进一步加强安
全生产工作， 当地召开了全市安

全生产工作会议， 统一部署了安
全生产大检查、 大整顿工作。 可
是，如此众多的安全隐患，当地安
全监管部门居然视若无睹， 监管
职能成了一个“摆设”。

事实上， 此次暗访组发现的
问题不仅赤峰独有， 在许多地方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层层传达、次
次强调、场场检查，地方监管者仍
发现不了眼皮子底下的重重安全
隐患， 这才是令人警醒、 发人深
思、 亟待祛除的安全生产“大隐
患”。

当前， 各地各部门都在积极
广泛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 面对暗访组发现的重重安
全隐患， 地方监管者应该以问题
为镜，不仅要“红脸”、“出汗”，更
要在自查、自省的基础上追责、补
漏。究竟是过悠闲日子不作为、懒
政？ 还是有制度、有条件，但为了
利益充当“稻草人”？

实际上， 总结近年来发生的
一些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或多或
少都有腐败的影子，更脱不了“懒
政” 的干系。 也只有在这种情况

下， 一些生产企业才胆敢藐视法
律法规，违法生产，贻害群众。

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地
方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及其工作人
员，享受着财政的供养，承担着国
家和人民的重托， 对保护人民群
众的生命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职
责。 不论面临何种困难、压力、挫
折、诱惑，都要时刻牢记自身的使
命，认真履行神圣职责，对安全隐
患“零容忍”，才能当好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的守卫者。

（新华社记者张丽娜）

@

新华视点： 湖南高院称因联
系不上曾成杰儿子、二女儿，故未将
行刑公告通知家人。在通信手段如此
发达、 联系方式如此多元的今天，因
案卷没有联系方式就作罢，恐不能成
为法院未尽告知义务的理由。退一步
讲， 曾的妻子和长女因涉案被捕，他
们难道也联系不上？刑事司法的人文
关怀应是法治精神的体现。

@

庭前月色：怪不得李天一的
新律师自信满满要做无罪辩护，原
来人家也是有备而来。 现在他把突
破口放在受害人是“性工作者”这一
点上。可不是嘛，如果受害者是性工
作者， 那么五个人“轮流发生性关
系”就变成了一次集体嫖娼而已，由
轮奸一下子淡化为嫖娼， 果然来者
不善。不过他们似乎忽略了一点，就
算对方是性工作者， 你强迫跟人家
发生性关系也仍旧属强奸。

@

李新月：连央视也看不下去
了，质问唐慧案、聂树斌案、刘志军
案、 曾成杰案的判决结果和司法程
序是否公正。的确，司法是维护社会
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 如果
这个底线失守了，官员可能“被抑郁
自杀”，百姓可能“被躲猫猫死”……

还有谁是安全的？

@

人民日报：上半年经济数据
发布，新政府百日成绩单，稳健中更
见几分清新。指标仍在合理区间，形
势却错综复杂。 一边雾霾天、 污染
水，一边最难就业季，十字路口何去
何从？稳增长是民生之基，调结构是
健康之本，促改革是红利之泉，三相
结合才有经济升级版， 稳中有为方
能铸就幸福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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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韩亚空难事件
3

名
中国学生不幸遇难。据调查，威胁学
生安全的隐患不只是空难， 游学团
本身即在灰色地带游走。 曾有家长
质疑“整个活动颇像秘密偷渡”。 活
动组织者被疑无资质、报价虚高，老
师免费“蹭游”。如“偷渡”般的游学，

也是该反思的“悲剧”。

（来源
:

《信息时报》）

结婚有婚假，生病可请病
假，心情不好能请假吗？ 在重
庆某公司上班的朱小姐日前
因情绪很不好， 试着向公司
请了一天假，竟获批准，且还
是“带薪休假”。 据称，该公司
每位员工每月可休两天情绪
假，自推行“情绪假”以来，备
受欢迎。

现代社会， 因为环境、社

交、工作压力等因素，许多人都
常会遇到焦虑及情绪不稳的时
候，但情绪不好算是病吗？传统
的观念肯定都不把它当回事，

于是，职场中人，不管情绪如何
糟糕，也得硬撑着上班，不仅影
响工作效率， 有些与公众或客
户打交道的岗位， 还常常因此
引发矛盾冲突， 损害企业或单
位形象。而有的人实在顶不住，

便只得“装病”请病假，影响收
入不说， 还因此带来额外的心
理负担。

“情绪假”体现了现代社会
的人性关怀， 与其让员工无效
率工作，莫如放假，令其自我调
节，这种“微关怀”，有时往往能
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微关
怀”说到底也是一种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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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排队，你去交钱”

———烟台女孩指挥着前来陪同
做人流的五男孩， 称不知胎儿是谁
的。

出处：新华网
“如果不得不坐牢，那么在联邦

监狱也会比生活在古巴、 洪都拉斯
等斯诺登面临选择的地方要更幸
福”

———美国一些媒体对斯诺登进
行诱降，认为回国是最佳选择。

出处：环球网
“警察同志，能不能早点让我去

坐牢啊”

———安徽五旬男子为了能在孙
子出生之前执行完拘留， 主动请求
早处罚。

出处：《市场星报》

“想多看点吗？ 那就继续充值
吧”

———福州男子裸聊，“美女主
播”分阶段挑逗其充值至两万元，最
终衣服却还没脱完。

出处：《海峡都市报》

“既然你给钱了，你就走吧”

———郑州街头现乞讨美少女，

用英语吼退欲采访的记者。

出处：《郑州晚报》

“弄得我躲也不是，说也不是，

吓得我都没敢回头”

———沈阳男子坐公交车曾遭女
性“胸袭”，现在谁碰都觉得是故意
的。

出处：东北新闻网
“外来务工人员忙于生计，大多

无暇照顾子女， 经常将幼女独自留
在家中， 从而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
机”

———宁波中院报告称， 农民工
未成年子女成受性侵高危人群。

出处：浙江在线
木桦辑

有钱出境游更要有素养

又逢暑期旅游旺季。近来，中
国游客在海外不文明行为屡现报
端。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一家
德国酒店发布告示， 劝告客人若
想安静吃早餐， 就等中国人走了
再来。另有报道说，在法国南部普
罗旺斯熏衣草田， 两拨中国人为
争抢拍照位置大打出手。

事实上， 中国游客在海外的
不文明行为远不止这些。 乱扔垃
圾、随意插队、不给小费、乱写乱

画、如厕不冲、衣衫不整、缺乏礼
让、用餐奢侈浪费……不仅个人
形象全无， 国家形象也跟着受
损。

近年， 中国海外旅游人数迅
速增长。 中国旅游研究院的数据
显示，

２０１２

年，我国出境游人数已
超过德国与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
大出境游市场。

然而，腰包鼓了，生活水平提
高了，休闲方式日趋国际化了，国

人的自身素养却似乎没有跟上。

伴随国人大量出境， 种种不文明
行为也被带出国门。

旅游， 作为一种将消费者的
需求、认同、情感和文化串联起来
的经济活动， 是一国国民文明素
养的集中展示。千百年来，我们一
直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自豪，

而中国游客在海外的种种不文明
行为， 如何能与礼仪之邦的国民
身份相称？

每一个正在或准备出境游的
中国游客， 迈出国门前都应该想
想， 如何在国际社会展现中国人
的素养。

金钱买不来素养， 买不来别
人的敬佩与尊重。 如今在外国人
眼里，很多中国游客钱包很鼓，非
常舍得花钱买奢侈品。但是，切莫
让物质的富有与素养的贫穷，形
成太过鲜明的对比。

（新华社记者丁宜）

超载不让

温馨情绪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