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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声音”票选
应远离清官崇拜

人民网以草根形式票选公权人物的“最强声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让民意对政治及其政治人物
公开打分的尝试。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最强声音”的评选中折射出网民浓烈的清官情结。

中国身处百年来的社会大转型之关键期，比清官政治更重要的是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比清
官更重要的是制度和法律，比黎民苍生一厢情愿的梦想更重要的是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文明进步
的改造。一句话，“最强声音”票选体现的应是公民政治的前行，而非清官崇拜的翻唱。

——《华商报》

话题：汶川捐款使用情况
公示，可查最终去向

网友发言
我前后一共捐款5000余元，是直接捐到

家庭，去汇款时，银行要我直接汇给红十字
会，免汇费，我没这样做。 网易美国网友

很想知道我汇的500元到哪去了？曾把
汇款单据传过去索要发票，可至今未收到。

网易江苏网友
不管被谁用了，反正我是一片善心，尽

我所能，我已经做到了。 温州网友
我是通过短信捐的（发短信免费，一条

捐款两元），怎么查呀？ 福建泉州网友

话题：下岗女工难负担新
房居住成本被迫成钉子户

网友发言
为什么没有申请到困难家庭拆迁的辅

助政策?原来“我家没有门路”。 重庆网友
我家没有门路——2010 年第一句网络

流行语。 安徽安庆网友
为什么自家的院落和自建房不完全计

算在补偿范围内，而安置房楼道、电梯间的
公摊面积却要由房主承担。 上海网友

话题：校长儿子结婚，全
乡13所中小学集体放假1天

网友发言
官本位已成了毒瘤，校长家喜事，敢不

去吗？乡村老师也不好当啊。 新浪网友
查查教育局的领导那天参加没参加婚

礼？ 河北网友
现任中心校长的儿子结婚，大家都去捧

场。如果前任老校长死了，有多少人去吊
唁？ 北京网友

话题：市民捡到空钱包怕
被诬告找来4人作证

网友发言
看完报道，感觉做好事怎么像作案似的

啊？该思考一下为什么大家不敢做好事
了。 网友只说好听的话

其实，我们的社会好人还是多的，大家
都有一颗善良的心，就是现在的这个风气不
好，让好人难做。 网友liu41yang

我是从来不捡钱包的。看也不看，因为
八成是骗局。 新浪网友

掉钱包的人只丢了300块，如果丢的是3
万块，又会说什么呢？ 福建网友

话题：宝马不服被超逼停
出租车，众的哥将其掀翻

网友发言
不管是谁开车，不管是开的什么车，都

要有公德。最恨开车嚣张的那些人！
武汉网友

现在开出租的也挺牛的，遇上事就集体
行动。不过，这开宝马的让治一治也活该。

广东网友
开宝马没错，但欺负人就不应该了。

河南网友

“形象工程”垮塌连累官话蒙羞
2009年12月1日，该航站楼组合体混凝

土结构工程已完成，比计划提前50天。而
2009年5月1日，云南省有关领导看望慰问
参建职工时，对昆明新机场建设提出要求：建
成优质高效、安全廉洁的样板示范工程。

那么，领导视察提出要求和安全事故
是什么关系呢？

从逻辑上分析，一种情况是如果不是
领导提出了要求，就可能出更大的事故。
另一种情况是领导的视察只是形式：第一，

“建世纪工程”的要求只是一种官话，对于
工程的具体情况并不知道；第二，下面把领
导的要求当官话听了，并不去认真落实，存
在的安全隐患依然存在。

在建桥梁垮塌事故发生后，媒体报道领
导视察的要求，反而让领导陷于尴尬的境
地。看来，大官也不好做。到下面视察，按
官场规则说一些理所当然的官话，最后下面
也当官话听，根本落实不了，就会株连领导
也损害威信，丢掉面子的。原来，说官话有
时也会有风险啊。 殷国安

“鼓励家乡子弟考公务员”的潜规则
“考上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奖励

6万元”，广西恭城这个政策一经推出，便引发

各方争议。 （1月3日《南国早报》）
在现行的行政管理中，家乡观念、故乡情

结仍有着广阔的空间。可以说，恭城县委县政
府出台这样一个奖励办法，是看到了现行行政
管理中人脉的重要性，懂得家乡子弟行政资源
的价值。对恭城县来说，这样的奖励可以称得
上是一笔长期投资。只是，这一笔投资看重的
是与显规则相反的潜规则，看重的是人治，与
法治建设与制度规范背道而驰。

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感谢恭城县戳破了

“关系至上”这层潜规则的窗户纸。没有制度
的强有力保证与监督，给谁都是给，何不给亲
戚朋友、家乡故里呢？这样的制度必然催生地
方党委政府鼓励家乡子弟考取公务员。当然，
我们也更担心那种给人情以空间的制度，不仅
缺乏客观公正性，还给腐败留有空间。王玉初

出售领导的电话号码后果很严重？
全国首例侵犯公民信息犯罪案日前在

广东宣判，被告人周建平因向骗子非法出

售 14 位领导的信息资料，被以非法获取公
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 1年 6个月。

(1月 4日 《广州日报》)

别忘记了，在周建平之前，公民的个人信息
被泄露的事何其多也。当你刚买了房，马上就有
装潢公司的人打电话过来了；当你的孩子刚一出
生，马上就有照相馆的电话来了；你的电话号码
可能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网上……当你想追究
责任时，却发现并没有人来答理你，你也找不到
相关部门，实在无法承受时，只好换电话号码。

泄露领导个人信息，会有啥后果？许多人
就是被莫名其妙地骗了，且数目甚是巨大。换
作是老百姓，也至多是让你个人受到骚扰，很难
被骗钱的。从危害程度来看，似乎泄露领导的
个人信息更严重些。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凭
什么泄露贩卖领导信息要被判刑，而泄露其他
公民的个人信息就没事呢？ 郭文斌

李灵，这位热爱乡村教
育事业，为农村留守儿童尽
力的乡村小学老师是由本
报率先发现并报道的。现
在她被推举为“感动中国”
的年度人物，并且在经过一
段时间的投票后，她的名次

仍排在前十名。
事实上，由于李灵的事迹不仅感动着河

南，也感动着远在异乡打工的人们。最近，记
者在搜索投票跟帖的背后就意外发现，为李灵

投票的大军不仅在咱河南，而且远在广州、深
圳、上海等沿海城市的外来务工人群居然也成
了李灵投票源，甚至在这些地方，投李灵票所
占比例超过了其他地方。

想想，这也不难理解，河南是一个农业人
口大省，改革开放后，在一些沿海城市务工者
中河南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很显然，这些农
民工也都在被李灵的事迹所感动着。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可以自由流动了，而打工族中最庞大的打工群
也就要数农民工一族了，因此，可以说，在中国，

谁能感动农民工，也就一定会感动中国，而李
灵，恰恰就是这样一位感动了中国农民工的乡
村女教师。

中国的农民工，是一群最朴实的打工族，
只要有人愿意帮他们做一点实事，解决他们生
活中哪怕一丁点实际困难，他们都会记着，并
向你感恩。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李灵为
什么会受到农民工们的青睐。

也正因为李灵感动的是中国最庞大的打
工族，我们也就有理由相信，无论她是否当选
感动中国人物，她的行为早已经感动中国。

不断曝光的桥梁质量事件，其实就是一起
起丑闻。

我们有桥梁的国度、桥梁的故乡之称，远
的赵州桥不说，2008年7月，四川简阳一座已
经40多岁的桥在经历大地震后被鉴定为危桥
需要拆除，拆桥工人用了 400 公斤炸药打了
2000多个炮眼仍然没能把它炸掉。

然而，我们在不断造桥，造出的桥梁又在

不断垮塌，这又是什么原因？毋庸置疑，这拉
动了国内的经济“内需”，推动了钢筋、水泥的
销售，也为很多人提供了就业岗位。最重要的
是，我们的造桥工程，让很多人鼓起了腰包。
虽然桥梁一座座垮塌下去了，但某些人的腰包
却一天天鼓起来。再说了，桥塌了还可以再造
嘛，某些人并不缺乏这个信心和耐心。

池墨

令人沉思的是，现代的一些人，为何“桥塌
塌”之前总是喜欢吹牛皮？又为何总是一次次
的“一吹即炸”？

我猜想，答案可能有二。
或急功近利。报道里说，与这次“桥塌塌”

同属于一个“大项目”的“昆明新机场航站楼组
合体混凝土结构工程、航站楼主体钢结构工
程，比计划提前了50天”。这里让人不难看出，

要么，原设计方案过于保守，要么，施工单位
“赶超进度”，“萝卜快了不洗泥”。

或虚张声势。一些人是属“寒号鸟”的，即便是
往桥里“填垃圾”，只要一天桥不倒、一天不破，管它
什么“建设质量”、“严格监理”，“桥糊糊”、“桥脏脏”、

“桥塌塌”，你好我好哥俩好。在这种情势之下，大
桥正在建设之中，先来个舆论宣传上的“平安无事”
而“得过且过”也就见怪不怪了。 张传发

马上评论

外出务工的河南老乡力挺李灵“感动中国”（A18版）

李灵身后有最纯朴的力量
□首席评论员 闵良臣

3日下午，云南建工集团市政公
司承建的昆明新机场配套引桥工程，
浇筑混凝土过程中突然发生支架垮
塌事故，共造成7人死亡，8人重伤，
26人轻伤。 （1月4日《郑州晚报》）

“牛皮”为何总是一吹即炸

昆明在建桥梁垮塌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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