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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土豪”这个词忽又流行起
来。 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如此热衷于“新
词”的创造以及词义的“推陈出新”；但也没
有哪个时代，创与出的“成果”如此短命。 这
种现象说是文化快餐大抵都有抬举的成分，

忧虑汉语是否遭到污染的人们，大可不必心
生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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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浙江两男生“同床睡”被处
分，校方称出于安全考虑，理由难以服众。如
真为安全，何等劣质的单人床无法承受两人
体重？如另有原因，实在是校方想多了。友谊
所至，常有同床共枕：

1910

年，张元济与蔡元
培在瑞士相会前，张给蔡信中说：“如能与公
同床，尤妙也。 ”学校还是专心教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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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网曝南京一家酒店尽管不在
隔壁商业地产项目的拆迁范围内， 但被
认为影响其整体推进和形象进度， 被地
产商意欲将其拆掉。 所在街道办为此向
上级递交拆迁申请，区政府随后批复“同
意以环境整治名义启动拆迁程序”。开发
商的意志竟能如此轻松地干预政府拆
迁，被网友认为“实在霸气”。 （

10

月
12

日
《南方都市报》）

因为地产商嫌酒店“碍眼”，政府便
“同意以环境整治名义启动拆迁。 ”这不
但违背了政治伦理，是一种乱决策，也揭
示了一些拆迁背后的原因———莫须有。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想拆掉某栋酒店、民
房等， 要找理由可以找出千万条。 换言
之，一些拆迁是经不起推敲和深挖的，程
序上的合法性也是存疑的。

那么， 是什么原因导致政府可以随

意主张拆迁呢？ 那就是有些拆迁的程序
太封闭而不公开， 被拆迁的对象和公众
无从得知真实目的和理由。

如何破解“碍眼式”拆迁呢？ 从程序
上来说，要拷问拆迁程序的透明度。如果
媒体不曝光这是一起“碍眼式”拆迁，就
没有人知道酒店被拆的原因。因此，为了
减少政府屁股坐偏的“碍眼式”拆迁，应
加大拆迁执法程序的透明度， 满足被拆
迁对象和公众的知情权、 表达权、 监督
权，方便被拆迁对象和公众监督。

进一步而言， 政府应该明白其服务
对象是广大公众， 因开发商的干预就随
随便便改变拆迁范围，这让人感到害怕，

显然，“碍眼式” 拆迁凸显了权力运行的
失范，对此不能听之任之，应予以严肃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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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元失物赏金

也是一种道德激励
“白头盔” 王某在更换了电动车外

壳，换上了蓝头盔，经历了长达
5

天的内
心挣扎后，

11

日凌晨终于把乘客遗忘在
他摩的上的

40

万元现金还了回去，失主
曾师傅也履约支付给王某

10

万元赏金。

从道德的层面来看， 王某的确很不
道德，甚至还有点厚颜无耻。但设身处地
地想，面对

40

万元的巨款，真正能够视
之如粪土，毫不动心想必没有几个人。还
还是不还？ 一边是道德，一边是贪欲，没
有切实体验，经过内心一番激烈的斗争，

事实上无法作出真实的选择。那么，网友
近乎一边倒地指责， 无疑是对拾金不昧
道德理想化的苛责。试想，如果人人都能
经得起考验，“天下无贼” 将不再是乌托
邦。

当然， 这并不是对拾金而昧的纵容
与包庇，拾金不昧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它
是值得倡导的。但是，忽视了道德的内生
条件，只会徒具说教意义。 对待失物，尤
其是价值不菲， 足以改变人生境遇的额
度，具体到每一个个案，都是脱去道德外
衣，对人性的考验，稍有不慎，可能会跌
入法律的底线，沦为被动为恶的奴隶。

从某种意义上讲， 道德上倡导拾金
不昧和规则上有奖拾金不昧，并不冲突，

之于实践既给了道德释放的空间， 也将
道德激励融入了其中。

道德不拒功利， 更利于让人性与道
德在矛盾中达到统一。对此，中国古代就
有“子路受人以劝德，子贡谦让而止善”

之说，孔子认为不宜过于抬高道德标准，

达不到则很有可能毁掉社会正义。 而之
于实践，拾金不昧有奖在国外早有先例，

德国、新西兰、日本、澳大利亚等都从法
律的角度，确立了规则。 在国内，去年广
州制定的《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

中，便有“对有主失物，失主领回时，可自
愿按遗失物价值

10%

的金额奖励拾金不
昧者”的条款。

之于个案，

10

万元失物奖金的争议
并不在于该不该领， 而在于奖金对人性
趋恶的抑制意义。不难看到，在拾金不昧
存在道德短板的情况下，有奖规则化，更
能中止道德争议的嘈杂， 通过次优的选
择，反而会让人远离侥幸的风险，让社会
更和谐。

(

木须虫
)

不能总等“证难办脸难看”撞枪口

10

月
11

日晚，中央电视台《焦
点访谈》栏目以《证难办脸难看》为
题，报道了两个例子：一是北漂小伙
小周为办理护照，

6

次跑回距北京
300

多公里的老家武邑县， 大半年
才办成； 二是江苏省丰县小狄在丰
县行政服务中心和丰县工商局大沙
河分局往返

11

次办理营业执照和
法人执照。据了解，目前衡水书记市
长已连夜处置被曝光的问题， 要求
对武邑县公安局当事人作出严肃处
理， 对相关领导严格问责；

10

月
12

日上午，江苏丰县官方对外部通报，

目前已经有
10

余名责任人被处分。

显然， 无论是北漂回乡办护照
连跑

6

趟， 还是创业青年为营业执

照和法人执照来回折腾
11

次，这两
个例子都“撞”在了“枪口”上。 类似
于这样的例子每天在全国都有很多
起，但引起媒体关注的例子却不多。

这并不是说媒体对“证难办脸难看”

这类官僚现象关注不够， 而是因为
这类现象太多了， 有点关注不过
来。

毫无疑问， 这两个例子同时
“撞”在两个“枪口”上：一是“撞”在
央视《焦点访谈》这个“枪口”上，引
发全国人民高度关注， 上级部门自
然要重视， 否则， 影响地方政府形
象。 二是“撞”在当前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这个“枪口”上，地方主要
官员不得不重视起来，否则，不仅下

面不满意，上面更不满意。

不过，能同时“撞”在两个“枪
口”上的案例毕竟是少数，而且这两
个例子是在当事人被地方有关部门
折腾多次之后才被媒体曝光。因此，

不能总等“证难办脸难看”撞枪口，

而是要从根本上铲除“证难办脸难
看”的土壤。 无疑，“证难办脸难看”

的原因是， 具体办证部门和办事人
员还存在严重的官僚思想。

可能在政策层面， 从国家部门
到省市部门，都在简化办证程序，但
实际上，具体办事部门和办事人员，

在思想上没有真正接受简化办证程
序，而是按照老的做法在操作，导致
的结果是， 群众为了办某个证要付

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相关部门的公
信力也会因此大受影响。

所以，治理“证难办脸难看”现
象，不能总等媒体曝光，而是要主动
调查每个服务窗口的办证办事环节
存在哪些问题， 各省市有关部门既
要下基层暗访简化办证程序的政策
法规落实得怎么样， 更要给每个
“证”的办理时间、办理条件、办理程
序进行严格限制， 如果“超时”、违
规，理应严厉问责。

今年， 一些官员下基层暗访发
现了不少问题。 如果各省市有关部
门也经常到各个办事窗口去暗访，

或许地方部门就不敢折腾老百姓
了， 正是因为基层部门存在官僚主

义思想， 而上级有关部门对这种官
僚思想假装看不见， 才导致公众为办
一个“证”要耗费大量的成本，还有可能
因此失去机会，遭受很多损失。

目前， 无论是在外的流动人口
还是想创业的群体， 数量都非常庞
大， 而且在我国很多方面都需要各
种“证”，如何为这些不方便办证的
群体创造方便， 值得我们思考，比
如，能不能真正实行“一站式”办证？

能不能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
城市为流动人口设立相关的办证
点， 避免流动人口在城市和户籍地
之间来回折腾？ 能不能把群众意见
纳入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

(

张海英
)

高考状元拟复读

一次为圆梦而做的选择
今年的辽宁文科状元刘丁宁从港

大休学准备复读的消息， 引发网友热
议。 刘丁宁如此选择，主观上是她想追
寻更纯粹的国学，觉得到北京大学中文
系可能更适合自己对学业的追求；客观
上， 香港大学网上学习时间比较长，刘
丁宁的眼睛不太能适应。

笔者特意从网上看了刘丁宁参加
的那期《天天向上》节目，刘丁宁一句
“其实要是真心说， 我想报北大中文
系”， 暴露了她心里其实有一个北大情
结。她自己也坦承，选择港大是听从了家
长和老师的建议。

显然， 我们与其说刘丁宁是因为不
适应港大的生活而休学， 倒不如说她对
港大有着先入为主的排斥心理。 节目的
播出是

7

月
26

日， 当时港大还未开学，

刘丁宁心里的天平已经开始向北大倾
斜。可以说她的休学是既在情理之外，又
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在世俗的眼里， 港大的排名一直高
于清华和北大，这几年，在内地学子心中
的认可度越来越高。获得了港大的

72

万
元全额奖学金却选择休学， 似乎有些可
惜。 但鞋是不是合适， 还得自己的脚去
试，我们不能因为别人觉得好看，就要忍
受挤脚之苦。觉得港大不适合自己，休学
复读未尝不是一次及时的纠偏。

其实我们如果换个角度想， 要是刘
丁宁是从一个普通的学校休学， 立志考
北大，人们将是另一种态度。她休学之所

以引发巨大争议， 只不过是港大的名气
放大了这种新闻效应。再有名的大学，只
不过是一所大学而已， 都并非人生的全
部。从某种意义上讲，刘丁宁能够顺利地
作出自己的选择， 也正是社会宽容和进
步的表现。

年轻没有失败，只要信心还在。我们
应该羡慕， 刘丁宁有体谅她的师长给予
支持，有大把的青春可以挥霍，有心中的
梦想可以追求。她年少无知也罢，涉世未
深也罢，我们应该给她理解和鼓励，而不
是给她施加压力。

当然， 对于这样一个已经达到了北
大录取分数线的学生， 如果北大方面能
够进行录取， 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
情。 上学后发现自己并不喜欢报考的学
校，这个问题并不只出现在刘丁宁身上，

实现同类院校间的流动， 既对学生本人
有益，又无损社会的公平，这也是一个值
得探讨的问题。

(

刘昌海
)

“碍
眼
式
”拆
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