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评·微言 责任编辑：张德莲版面设计：陈艳校对：刘凤 A3

2013.8.7

星期三

文化教育也应有“中国好声音”

近日，央视推出节目《中国汉字听写大
会》，结果小选手中有“把词典来回翻了三
遍”，也不能利索地写出正确的汉字。 参加
现场体验团的成人们， 再一次体验了什么
叫作“提笔忘字”。 （

8

月
5

日《扬子晚报》）

一些生活中的常用词， 如今也让许多
人提笔就犯难。 作为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生
活在中国的公民，无论你是学生还是成人，

无论是否与文化教育沾边， 恐怕都很难超
然物外。

成因何在？ 有些人首先会想到使用电
脑的缘故。 如今许多人都是使用电脑来
“码”字的，很多输入法通过联想、提示功
能，可能让你不会写的字词迅速跳出来。 许

多字看起来“写”对了，其实认真起来，根本
是不会写的。

另外，在电脑聊天、自媒体书写中，人
们对写字本来就没有过高的要求，甚至于
将错就错大面积地自以为是地“通假”，

还曾被当成是一种时髦的网络书写。 这
样的一种电脑书写， 怎么可能确保汉字
的纯正， 怎么可能确保汉字书写的正确性
呢？

在汉字的问题上， 比较可怕的趋势是
积非成是，将错就错。 正确的读法、正确的
写法，能坚持的人本来就比较少，而一些大
众传播渠道，却又常见错别字误导公众。 你
不坚持正确的书写，谬误就会乘虚而入，这

实在是汉字和汉语言文化的莫大尴尬。

作为一种电视现象来观察，这些年，我
们的电视传播更是不无责任的。 为了收视
率，为了弥补少得可怜的创新力，众多电视
台热衷于克隆综艺节目， 不惜花费巨资引
进海外的综艺模式。 在此，我无意于一概否
定一些节目的价值和娱乐意义， 但是电视
台除了唱歌、跳舞、相亲之外，已找不到观
众热心参与、收视率可观、顺便有教育意义
的原创节目，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以此
为鉴，我以为，一些节目、一些事情完全可
以多一些文化坚守， 成为文化教育领域里
的“中国好声音”。

（采桑子）

清华生当城管一点也不疯狂

《柳州晚报》 载：

25

岁的小韦
持清华大学本科文凭，在一个月内
先后参加了两次城管部门招考，均
以优异成绩入选。 前天，他领到了
柳州市城中区城管局的录用通知
书。 这一抉择别人看来似乎有点
“疯狂”，小韦拿着录用通知书淡然
一笑：“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

清华毕业生小韦当城管，其实
跟疯狂一点也沾不上边。大家惊讶
于他的选择，首先无非是觉得大材
小用了。 的确，过去清华毕业生多
能有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 但如
今形势不一样了。 小韦的母亲
告诉我们， 小韦读的是冷门专
业，找到合适单位不容易，毕业两
年内曾帮亲戚卖过服装，参加过两
次公务员考试。 换句话说，应聘工
资仅

1600

元的城管工作， 在相当
程度上是在大学生就业难形势下
的无奈之举。

大家觉得小韦疯狂的另一个
原因，简单说就是城管打人的事件
时有出现，是一个彰显“武力”的工
种，而名校毕业生是“文化人”，两
者气质有点不相匹配。 其实，打人
的城管只占少数，而即使有部分城
管素质不高、粗暴执法，那也跟小
韦没什么关系。

值得一说的是，城管虽是个显
“低端”的岗位，但城管局再怎么说
也是国家单位。小韦参加的是公开
招考，所应聘的城管工作即便不是
公务员，也是有正式编制的。 小韦
应考城管队员引发争议，很可能因
为当地名校毕业生较少缘故，若在
省会城市乃至直辖市，早就见怪不
怪了。 （李清）

杭州的“清凉样本”可以被复制
央视报道，杭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近

日下发通知，明确提出，安装空调的公共场所、经
营场所、避灾场所

(

人防设施
)

等，在不影响生产经
营、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要积极主动向公众免费开
放，坚决杜绝高温炎热死亡事件的发生。

直面看似不可遏止的“热浪”，我们太需要一
些杭州“清凉样本”，或者说是自觉提供的政府纳
凉服务与制度。市民“势单力薄”的个体抗暑，只会
制造出高温下的冲突来， 也会愈加显现出个人选
择、民间安排与政府保障三者间的深度失衡。遗憾
的是，放眼全国，杭州的政策“清凉样本”，即便算
不上“虽千万人，我独往矣”，其身影也是格外孤单
的。这不免是一种吊诡的事实：关于火炉城市的争
论从未停息，一些城市甚至不肯“摘帽”，但对于高
温的自发主动治理，其进程仍然显得缓慢。这是对
高温灾害性的认识不够， 还是日常公共服务提供
乏力的缩影？ （《潇湘晨报》）

新闻：近日，记者随某省一名厅长深入
基层调研，在与当地群众交流时，这位领导
在问了“家里几口人”、“收入怎么样”、“有
没有什么困难”等几个简单问题后，竟不知
如何继续交流下去。他私下坦承，有时见到
群众真不知该聊些什么。 （

8

月
5

日《北京
晨报》）

既然是到基层调查研究， 那就是带着
问题下去的，有许多想要了解的情况，应该
与群众有话可说。 见到群众不知该聊些什
么，那只能解释为官员是在为“调研”而“调
研”，表示自己已经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

完成了一个政治任务。

一些领导干部跟群众面对面交流“结
结巴巴”，并非怯场，也不是不善于说话，他
们开会讲话或向上级汇报工作时可是口若
悬河、头头是道的。如此看来，是很会说“官
话”的，如果说好“官话”就能确保好的“官
途”，何必还花心思用群众语言与群众交流
呢？

比起与群众“打成一片”，官员与领导
“打成一片”要实用得多，也艰深得多，委实
没时间、没精力，更没有动力与群众推心置
腹，肝胆相照。 （据《长江日报》）

聊啥呢？ 这是个问题

特

大

喜

讯

！

民权路店
:

民权路与解放路交叉口南
50

米，电话
6266266

平桥店
:

平桥区平西大道龙潭大酒店对面，电话
3700251

。

明港店：信阳市明港镇军民路中段华帝专卖店，电话
:13939709711

羊山店：羊山新区新五大道政和花园
A

区华帝专卖店，电话
:6307776

。

专柜：和美商场七楼华帝专柜 国美一弘店华帝专柜千盛百货大商电器负一楼华帝专柜电话
:626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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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贺华帝烟灶市场占有率成为全国关注比例第
一名， 华帝股份在

8

月
11

日上午
9

时至
12

时举办
“华帝厨电一年抢一回”大型优惠活动。 烟机、灶具、热
水器全场仓储价， 华帝经典套餐超低惊爆价， 限量发
售！ 仓储价、返现金、砸金蛋、中大奖！

32

寸液晶电视，

华帝净水器等大奖，

100%

中奖！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预交 10 元最高补贴 300 元！ 定金卡火爆预售中！

贺华帝灶具烟机市场占有率成为全国关注比例第一名

一年抢一回

郑重声明:以上网点为中山华帝股份官方授权店，享受华帝完善的售后服务！

门口看看

《江淮晨报》报道，合肥市庐阳区法院近日立
案执行一起赡养纠纷案， 法院判决

5

子女定期看
望老太太，但由于子女与老人有矛盾，根本不执行
判决。 而后在法官的劝导下，子女们虽然同意“回
家看看”，却只在门口“看看”，连门都不进。

这看上去更像是不孝子女和法院在“斗法”，

结果是法院赢了法律角度的判决， 却输了现实中
的实践。 这件事也再次提醒我们回头重新审视曾
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常回家看看”入法。实际上，

在“常回家看看”入法正式生效后，就有很多人希
望在现实中看到类似案例该如何判决， 法律实践
的效果又会如何。

从这起赡养纠纷的结果来看， 显然没有达到
法律的目的，也违背了当初“常回家看看”入法的
初衷。但是，这倒不是说“常回家看看”入法没有必
要，是错误的。应该说，当法律作出判决，以法律的
名义要求子女要常回家探望老人， 尽到精神赡养
责任的时候，就说明法律已经在发挥作用了。只不
过，法律的这种善意，遭遇了现实的壁垒，无法达
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而已。这显然不是法律的错，而
只是说在规范社会秩序、约束公众生活时，法律有
它的现实局限性而已。

这也再次告诉我们，法律不是万能的，尤其是
对于一些涉及公众道德、公序良俗方面的问题，主
要还得依靠道德的力量去规范，去引导，去指引人
们向善向美向上。具体到现实中的各类赡养纠纷，

一方面， 需要切实提高公众的道德水平、 孝道意
识；另一方面，多数子女与父母间的赡养纠纷，并
不是子女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或是存心不愿赡养，

而往往涉及到家庭财产纠纷、 父母与子女的感情
纠葛等。要想让子女承担赡养义务，首先要解决这
些纠纷和纠葛，打开彼此内心的心结，这显然也不
是完全依靠法律就能做到的。（苑广阔）漫画王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