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8月27日 星期三 主编 安学军 编辑 曹杰 校对 咏梅 版式 李晓影

A03

媒体联播

热点话题

本版电子邮箱:wywywy7591@163.com

重庆时报
后奥运时代民生与权

利的机遇
话题：生活仍然继续，生活需要清醒。

进入后奥运时代，我们面对的最大考题就
是，如何让奥运财富真正惠及民生，如何把
相关权利以制度化的形式真正赋予公众。

观点：恰如一个硬币的两面，那些临
时性政策，在方便奥运期间环保、卫生、交
通等公共领域良性运转的同时，也可能会
导致一些公民权益实现暂时性的受阻，而
基于国家利益的视角，我们更愿意将这种
不得已的情况视为公民履行责任的表现。

但是，进入后奥运时代，如何最大限
度地还权于民，补偿公众为奥运付出的利
益代价，无疑又成为政府不可绕行的一种
选择。公民社会在强调公民责任的同
时，也必须对政府有着更为理性的诉求。

珠江晚报
重奖奥运冠军别成了

政府间的赛事
话题：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山透

露，国家将向本届奥运会金牌运动员每人
奖励35万元。实际上，很多省份对本地籍
贯的奥运冠军奖金，将远远超过35万元。

观点：一个村庄出了一位奥运冠军，从
省到市到县再到乡镇，甚至村委会，有没有
必要重复奖励？一个地方政府的长官，是否
可以自行决定奖金的数目？毕竟，政府的钱
来自于纳税人，而不是市长或县长的腰包。

按照我国的体制，运动员都是人民所供
养，同公务员没什么区别。运动员在岗位上
作出了贡献也有一定的职务性质，但他们的
艰辛付出又的确应得到高度认可。笔者的
看法是，可以通过提高国家奖励标准与鼓
励商业赞助来实现运动员的丰厚回报，地方
政府完全没必要像企业老板那样相互攀比。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
主任马文华２５日说，我国在
试点基础上，正在大力推广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据介绍，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金融
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

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发放的、在学生入
学前户籍所在县（市、区）办理的助学贷款。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信用贷款，学生和家长（或
其他法定监护人）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
责任。

根据2006年出台的《中国人民银行助学贷
款管理办法》，各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在自主
办理助学贷款中，对高等学校的在读学生发放

的一直是无担保（信用）助学贷款。“无担保”助
学贷款，在极大惠及了贫困家庭和贫困学子
的同时，也带来了已经在现实中呈现出来的
问题——逾期不还，使助学贷款成为令社会
尴尬的“高风险”贷款。

近两年来，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这样令人心
酸的关于助学贷款到期不还的“新闻”。

就学生而言，难以及时还贷，大多确实是因
为家庭困难、就业难或是收入低。贫穷不是罪
过，但无论是公示还是诉诸法律，都使他们的尊
严仅仅因为贫困而受到了伤害；对银行来说，贷
款没有如期收回，损害了银行的利益。进一步
说，社会也受到了伤害。因为，沉淀的助学贷款
太多会影响周转，这可能会使更多的贫困学子

难以及时享受到国家的这一助学政策。同时也
不利于信用社会建设。

由此看来，要让助学贷款发挥正面效应，减
少直至规避负面效应，关键还是要在制度设计
上给信用助学贷款加上一个“安全补丁”——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在目前来说，就是一个好办
法。将学生、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列为共同
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一方面可以使助学
贷款的贷款人不至于“不知所踪”，另一方面也
使得助学贷款的还款保险率大大提高。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给助学贷款加上一份
“保险”，也是在制度层面上保障了贫困学生的
尊严。这对于刚刚进入社会的学生们来说，更
为重要。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08版

马上评论

一篇入选中学生语文课本的文
章《谁是最可爱的人》，让我们永远地
记住了魏巍这个名字。如今，这个名
字成为了历史的一页。8月24日7时
18分，当代诗人，著名散文家、小说
家魏巍在北京 301 医院去世，享年
88岁。魏巍既是那个时代的标志，
也是这个时代需要的作家。评价一
个作家，不是看他的作品的数量，而
是看作品的质量和在社会生活中的
影响力。能影响几代人的作家就是
大作家。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30、A31版

曾经告诉人们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人，在别
人最可爱的评价中安然离去。

记忆的力量足以穿透时光。当魏巍去世
的消息传来时，我的耳边响起的竟是《谁是最可爱
的人》的朗读之声。那是一个学生对一段宏大历史
的最初触摸，那是一种纯粹对另一种纯粹的直接感

知。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激动：最可爱的人，这是
多么高贵的称呼。他们并不遥远，是鲜活的形
象和饱满的感情，让他们成为记忆中的经典。

诚如肖复兴所言，属于他们的时代已过
去，如今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否还能继续其
感动人的影响力？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最可爱
的人”依旧蕴含着感动人的力量，但又必须再
次发问：在当下的时代，谁才是最可爱的人？

这种再问是对“最可爱的人”精神的传
承。一个时代总要有其榜样，总要有其主流价
值观。尤其是，在社会因转型而急需建立适应
转变的针对性文化之时——当社会道德滑坡引
起人们感叹，当规则意识淡薄成为社会现象，当
成功被简单地定位为权势和金钱时，我们需要像
魏巍一样，以恰当的标准去寻找最可爱的人。这
个标准在“最可爱的人”中已经揭示，我们需要通
过追问来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最可爱的人，并通
过他们把最可爱的标准传递下去。 乾羽

魏巍走了，“真性情”不朽

仍需再问“谁是最可爱的人”

读过魏巍文章的人，很难没有印象。为什
么？那就是魏巍所写的，都是真性情的道德文
章，这也是魏巍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魏巍的作品里，你能看到的都是“爱”，都
是正面的、积极的，没有官场的尔虞我诈，没有
花前月下的暧昧朦胧，没有虚无缥缈的神鬼吹
灯，没有畸形的三四角恋爱。

当下文学百花齐放，一派欣欣向荣。我们

依然可以读到歌颂人间真情的道德文章，可除了
那些华美的词藻、气势磅礴的段落，很多留不下
长久的印象；我们可以读到各种题材的文章，就
连昏黄灯光下发生的丑陋细节都可以读到，可读
完后，除了徒添烦恼之外，就是后悔浪费时间。

人固有一死，可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如
果我们继承了魏巍“用真性情写道德文章”的宝贵
遗产，或许就是对魏巍最好的纪念。 范会士

真性情的道德文章仍需“魏巍”长存

作家就该是公共分子的信仰者，就应该是
敢于呐喊、呼唤公正的时代冲锋者。

魏巍用他饱蘸激情的笔墨为我们留下了《谁
是最可爱的人》《东方》等标志性作品，他始终如一
的正直气度和文化禀性，尤令人敬仰和追思。

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谁是最可恨的人
序》，对腐败恨之入骨，“读完这本书，反复思考，
夜不成寐，特书此数语以为序”。忧国忧民之
心令人震撼。还有对山西“黑砖窑”事件，他用
愤怒的笔触进行声讨，“要彻底消除‘黑砖窑’，
必须与反腐败结合起来，对‘黑砖窑’的保护伞

展开追击”，凸显文化监督的社会正义感。
是战士，就应该仗义执言，嫉恶如仇，为民

请命。是战士，就应该让文化的枪时刻瞄准社
会假恶丑，推动社会向着光明方向发展。是战
士，就要时刻让“子弹上膛，枕戈待旦”。有评
论说魏巍的文章堪称“感应的神经”、“攻守的
手足”，这是很有道理的。

老战士倒下了，枪还在。但愿这枪不要封
存到展览馆里，而应该成为当代作家的思想武
器、精神武器，给我们带来永不衰竭的战斗力
和文化竞争力。 雷振岳

战士倒下了，枪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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