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将迎来大地震周年祭祀之际,仍然没有一份完整的名单尽数将罹难同胞和失踪
者收录在内。震痛尚且不绝,无名伤逝尤其悲哀。姓甚名谁绝非无关紧要,他们的一撇
一捺组成人权的基本笔画。因为每一个名字都是生命的象征,像流星指示星空那样,都
代表着曾经热烈生长又迅即断裂的生活。任由亡者的姓名埋没,犹如罔顾生民的处境,
人权也就无所托付。 ——《南方都市报》社论

以人权的名义
公开震亡者大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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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评论

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话题：胡润财富报告称，全
国每万人中有6个千万富豪

网友评论
有点低估山西了。呵呵，我们这里一

个村子（有煤或铁）就有十几个千万级别以
上的富人。 新浪山西网友

北京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如上海、广
东，可富豪最多，只能说明距离权力中心越
近，财富来得越容易。 新浪上海网友

每年清明我都会“给”我姥爷几千亿，
我算不算一个？ 新浪广西网友

原以为自己有200万存款，有房有车，
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各种保险齐全，这样
可以安稳退休了，看来不行啊！

新浪广东网友

昨天上午一场大风，令
在外忙活的人们“灰头土
脸”。每年春天，我国北方
地区总要经历几次从发源
地过来的沙尘暴，这种大自
然的“赏赐”，一时半会儿谁

也没有办法阻挡。
没有办法的暂且不说，我们只说应该有办

法的。
先说郑州这个城市，她有一个极好听的名

字：绿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城市的绿化搞得
好。特别是近些年来，虽然由于城市一直在建
设在发展，有时候不能不毁掉一些树木，但总体
来说，这个城市的绿化面积应该是逐年增加的。

按道理，一个城市绿化好，一般来说城市的
清洁度也就高，空气质量也就应该跟着好。然
而，这种“好”字好像并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充
分体现出来——即使是只有汽车走过，不少路
段也会让人们感觉又像经历了一次“沙尘暴”。
任谁遭遇这种情景，都会影响情绪，难免会发几
句牢骚。

城市沙尘，对郑州而言要算是个老问题
了。若要追根溯源，似乎也不难找到根源。比
如，大型房地产建筑工地就是“罪魁祸首”之
一。建设工地上自然离不了灰沙尘土，我们谁
也不能要求施工场地“保持清洁”，但我们有权
利要求这种地方要有一个严格的防护措施，保
证不因施工影响城市的空气质量，影响人们的

生活。不然，如果一个城市只要建设不止、发展
不止，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岂不是就要永远
生活在“沙尘”之中了？

当然，客观地说，城市沙尘问题，也不能一
古脑地都推到城建工地的头上——今日这儿挖
沟，明日那儿修路，后天某个地方又搞拆迁，并
且都不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也是导致城市大风
起兮尘飞扬的一个又一个“源头”。

多条建筑法律、法规、条例里都对“环保施
工”作出规定，只要我们依法对施工单位进行有
效的管理监督，努力提高广大市民的文明意识，
而建设工地也真正做到封闭施工，封闭运送建
筑垃圾，多管齐下，像这种“老大难”问题才有望
完全淡出我们的生活。

让制度化接访成为和谐发展的推手
《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

见》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干部须安排出
时间接待群众来访。（4月15日《人民日报》）

在有些地方，接访仍有“抢险队”、“救护
车”、“灭火器”嫌疑，出了问题，才想起应该接
访，接访时有“任务接访”、“一阵风接访”，甚至

“政绩工程”倾向。
我们不会忘记领导大接访中群众拿着被子

排队等候的心酸新闻，不会忘记待接访群众的
人山人海，以及干部面对群众疾苦泪流满面的

情景。群众太需要“官员浮出水面”了，群众的
疾苦太需要官员耐心倾听了，官民太需要积极
互动了。中央将接访制度化，是对底层民声的
顺应，更是对民情的及时回应和关照，取信于
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泓霈

飞絮、虫雨，岂是树木惹的祸
两则有关“树招人烦”的新闻颇扎人眼球：

一是漫天飞舞的杨柳絮成古都北京市民的烦恼
（4月14日《京华时报》），二是古城西安市民不
堪虫扰，撑伞抵挡“虫雨”（4月14日《华商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成材，人成才都
是一个周期长、需要精心培养的慢工活。所以
在树种选择上，一定要适地适树、“以树为本”，
综合考虑。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单纯为了

“速度”，为了政绩，只会埋下“质量”隐患，遭后
人白眼、话头。

北京“惹事”的杨柳絮和西安“生非”的栾树
虫，是给我们很及时必要的教训和提醒。在今
后的造林绿化中，除了单纯的绿色，还真要把科
技、人文综合考虑进去，让种下的树在最大程度
上为民而不扰民。 杨余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