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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

媒体媒体
评说评说

据媒体最新报道，这几天一直引起全国网
友热议的安徽省涡阳县72岁老妇人、环卫工
李显梅，当地政府出于人文关怀，已为其和孙
女办理了低保与救济，每月可领取900元救济
金，而这个数字比她原来做环卫工的800元收
入显然还要高一些。

看了报道，颇感欣慰。就这件事而言，特
别是对于这位可怜的老妇人来讲，真可以说是

“坏事变好事”。自己在这里并代表自己所在
的媒体，真心地祝福李显梅和她的孙女在当地
政府的“人文关怀”及全国网友的关心下，生活
一天天好起来。设身处地想一下，当因媒体报
道后当地保洁公司而将其辞退那一刻，这位老
妇人的心情该是多么难受啊。

现在老妇人对当地政府肯定是感激涕零，

我们这些局外人完全理解。政府即使做了一
件完全应该做的事，中国的老百姓也往往会叩
头作揖，感念不已，这几乎已成为我们的传
统。所以在自己看来，中国的百姓在“体谅”政
府难处这一点上，可说是天下最好的百姓。而
政府往往因顾及不到，也总是在媒体关注又引
起网友热议后才“行动起来”，这一点，应引起
有些政府部门的足够重视。

现在想一想，一个72岁的老妇人，如果在城
里，又是个“有单位的”，应该退休二十多年了吧；
如果是干部身份，也退休17年了，而城市里退休
后，不论是女职工还是女干部，都过着无忧无虑
的生活。她们早上起来到公园晨练，白天在家或
含饴弄孙、或看个电视节目，晚上再遛个宠物狗
什么的，总之，充分享受晚年的退休生活。

可像李显梅这样一个没有单位的老妇人，
虽然已过“古来稀”的年纪，按法律规定，早已
不应该还出去工作，可她为了生计，或者说就
是为了能够活下去，却还要做清洁工。这还不
算，自己一边做清洁工，一边还要带着年幼的
孙女。说起来，实在令人心酸。

说你不信，每遇到类似的“事件”，我都要
想，别看我们有3.2万亿外币存款以及多少多少
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并不代表我们绝大多数百
姓就多么富有，更不能说我们国家有多么富。
什么叫富？别的不说，中国每一位72岁的老妇
人都能安度晚年，这才叫富。如果仅仅是表面
的浮华，仅仅看到光鲜的一面，一位72岁的老妇
人还需要扫大街才能生存，这不仅不能称富，不
仅有违我们的“宗旨”，也对不起我们的良心。

最近，一位网友在微博中爆料说，在乌鲁
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T3航站楼里吃到一份天
价午餐，一碗牛肉面加一壶奶茶消费380元，
并说这是自己在全国各大机场中吃到过的最
贵的一份午餐。 （2月20日《现代快报》）

即使是在航站楼里卖的牛肉面，也不过是
牛肉面，而奶茶，就算是“特色雪菊奶茶”，也终
究是快餐里的一壶奶茶。如今卖出了快餐里
的天价，当然是因为，这是航站楼里卖的快
餐。显然，其一，航站楼不是美食一条街，乘客
并无多少选择，不愁你不来吃。其二，于乘客，
行色匆匆，即使餐后发现上当，为了不误登机，
也只能就范。于是，航站楼，名副其实地成了

“贵地”。
颇耐人寻味的是，餐厅负责人承认，这已

经不是第一次有网友在微博爆料他们餐厅的
天价午餐了，他们也因此接到过机场集团的书
面通知书，要求整改，要求明码标价。但显然
于“机场集团”，所谓“要求整改”，也只是限于

“书面通知”而已。
机场集团称，这是因为“他们只能对餐厅

服务质量进行监督，但没有限价的权利”。这
显然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机场集团当然没
有限价的权利，但现在的宰客，却是因为并没
有按“要求明码标价”，比如，如这位网友所说，

“吃完了她说一共是380元。当时听到这个价

钱我也傻了”，而这显然是可以“进行监督”的。
据称对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餐费过

于高的问题，自治区发改委表示，他们已建议
机场集团引入竞争机制，在管理体制和机制上
进行突破。这确实很有针对性。独家经营，显
然是现在如此肆无忌惮地宰客的底气所在。

然而，问题更在于，谁来“对餐厅服务质量
进行监督”？如果依然是“机场集团”来监督自
己“地盘”之上的餐厅，一旦这中间有利益的纠
葛，而这事实上又难以避免，“监督”就不免虚
晃一枪甚至“胳膊向里拐”。显然，归根到底，
航站楼不应是“法外之地”，而现在缺位的，正
是相关执法部门的管理和执法。

昨天，本报A3、A4版报道了记者才写的新
型城镇化建设“新乡经验”的两个样本。尽管
报道呈现的是新乡市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
两个样本切片，但从这两个样本切片中，我们
就能充分感知，当地新型城镇化建设“顺民愿
重民需，为民建让民享”等思维和理念的贯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认真学习新乡市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探索出先进理念和
优秀经验，对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加快郑州
都市区建设而言，具有真切的现实意义。

顺民愿重民需，就是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要最广泛地听取民众的真实意愿，最深切地满
足民众的现实需求。个别地方的教训告诉我
们，牺牲农民耕地、损害农民权益，无视民众意
愿、漠视民众需要的城镇化建设，也许能够换
来短暂的数据狂欢，但由此导致的却是公信受
损、农民埋怨、推进乏力等“多输”局面的形成，

致使“伪城市化”农民的大量出现，使经济社会
发展陷入困境。

而我们致力于打造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首
先就是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也就是说，不
管是城中村改造还是旧城改造，不管是合村并
城还是新型农村建设，都要严格确保耕地的数
量和质量、保证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保证农民
能够实现就业、确保劳动力顺利转移，坚持平
等自愿原则、最大限度地维护民众权益，让农
民和市民能够享受到一样的居住环境和公共
服务，如此等等。

为民建让民享，就是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要确保规划建设的民生朝向，以及建设成果的
为民所享。一直以来，如何破解城乡二元户籍
制度困局，都是各地进行相关改革探索的重
点。以成都为例，从去年4月1日起，全域成都
的城乡劳动者享受同等社会保险待遇。这意

味着，成都当地进城务工人员在此前便已实现
住院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待遇与城镇职工同等
的基础上，更实现了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生育保险待遇与城镇职工一致。

我们致力于打造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就是
为了更大限度地让民众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
成果。硬件建设方面，加快交通道路建设、加
快生态廊道建设等，就是为了让民众享受到更
优质的交通、更美丽的环境；软件打造方面，在
户籍管理、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宅基地管理等
方面探索制订政策措施，推进城乡发展规划、
城乡产业布局、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公共
服务、城乡劳动就业和城乡社会管理“六个一
体化”，目的亦是如此。

惠及郑州都市区每位民众的新型城镇化建
设，定能赢得最为广泛的支持，凝聚最为巨大的
力量，掀起强劲而热烈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热潮。

据近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时下，很多年
轻人感觉现在的人际关系越来越难处，一些人
抱怨变质的人际关系让自己活得很累。上周，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
搜狐新闻中心，进行的一项1138人参与的调
查显示，77.4%的人承认现在的人际关系难
处。仅34.2%的人相信自己目前的人际关系
处理得较好，53.7%的人认为“一般”，11.7%的
人认为较差。

人们抱怨人际关系让自己活得很累，是因
为人们发现“关系”无处不在——当孩子出生
时要托关系找医院床位的时候，当孩子上学时
要托关系进重点班的时候，当孩子就业时要托
关系进个好单位的时候……人们利用了关系，
关系也“利用”了人们，关系变得日益强大，终

将如同一根根绳索把人们勒得喘不过气来。
有人群的地方，就必定有人际关系。然

而，人际关系，却有健康与变质、良性与恶性之
分。事实上，当一种人际关系让人觉得“活得很
累”的时候，那么这种人际关系的社会成因一定
是存在问题的。比如，新闻中，“83.7%受访者坦
言如今上下级关系最难处”，在上级能够很大程
度决定下属升降任免，甚至超越下级的德、绩、
能、勤所起作用的现实中，上下级关系就会变得
复杂、敏感，当事人就会因出不得错而变得长期
有压力，也越难处，于是当然感觉非常累人。很
显然，用人机制、考评机制、监督机制的不到位，
正是上下级关系不易相处的根源所在。

同样，朋友关系因“熟人社会”，而托人帮
忙与被人托着帮忙而变异；同事关系因“面子

社会”，而求人办事与被人求着办事而变异；客
户关系因“潜规则”，而算计交易与被人算计交
易而变异……这些累人的人际关系告诉我们，
它们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为了某个
目的，人们总在想走捷径，大家所热衷运用的
种种关系，都有违正规程序叫人简化手续的契
约关系，而是人为复杂化的曲线“变通”。

在这样一种关系网下，一个人乃至一个群
体，可以依靠关系一次乃至多次达到目的，但
每个人都必定是这种“人际关系”的受害者。
一个人，可以在某个场合的排队中凭借关系而
插队，但他必定无法在人生长河中搞定所有关
系而从不排队；在他排队时，他只能眼睁睁看
着其他有关系的人插队。排队如此，其他的种
种生活、工作事项，也不例外。

为扫大街老妇受到人文关怀感到欣慰
□本报评论员 闵良臣

城市心声

“人际关系”何以“难处”
□李辉（南宁）

为官者最紧要的是
“公仆之德”

日前，四川彭山县委出台《科级领导干
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提拔干部先征求其
父母、邻居甚至小区物管意见。已有5名干
部通过此项考核，其中一名干部因不爱做家
务被扣两分。这成为上周末遭人戏谑的一
则“花边新闻”，引发了广泛嘲讽和质疑。面
对这种种荒谬的、悖论性的干部考核，要求
我们的组织、纪检部门练就一双看透假象的
慧眼、披沙拣金的巧手。对于官员而言，家
庭私德、社会公德固然重要，但都只能作为
参考，重点还应是“官德”——被考查者“为
官履政之德”，以及围绕其为官履政相关领
域的品德。毕竟，为官者，最紧要的是其“公
仆之德”，主要表现为清廉奉公、尽职有为、
求真务实等要素。偏离这一点去考查和遴
选官员，均属舍本逐末。

——《广州日报》

公函为贪官求情是
一个恶例

近日，株洲市房产管理局房地产权属与
市场管理处(以下简称“房管局产权处”)正副
处长都因受贿罪被法院判刑。然而，值得关
注的是，在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二审
判决书中，由株洲市房管局出具的请求法院
对两名被告人减轻处罚的函件赫然出现在
所列举的证据中。以发公函的形式给腐败
分子求情，真是闻所未闻，让人唏嘘，我认
为，这是一个恶头，应该赶紧打住。首先，这
个公函有干扰司法之嫌。其次，这个公函是
公权滥用。第三，这个公函损害政府部门形
象。公函是公文，现在却用来为个人求情，
这是公办私事，这是对公函形象的亵渎，也
是对政府部门形象的污染。

——《羊城晚报》

顶尖记者不是大学
培养的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
光近日撰文《中国大学为何培养不出顶尖记
者》。李希光之问尽管远不如钱学森之问，
但我以为一位大学教授能够过问或关注与
自己本专业有关的事情，总比那些整天不务
正业的教授更让人尊敬。现在的一些大学
教授突然暴得大名，不是在本专业领域有何
最新的研究成果，而是以“左道旁门”的影响
出名，实在有辱斯文。这样的教授带坏了学
风，使得一些学生也不安于学问，总想找到
出名的“捷径”。前些天，湖南省怀化市《边
城晚报》因为报道《你的年是什么味》，其中
涉及“物价高、年味淡、过年累”的内容，领导
班子受到查处。大学与其培养顶尖记者，何
不先研究无尖记者如何培养？

——《北京晚报》

医保屡被骗 监管难辞咎
近日，分别发生在哈尔滨和郑州的两起

骗取医保的恶性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引起
了社会各界对医保经费管理工作的关注。
仔细分析这两起事件，其实不法分子的手段
并不高明。发生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监管部
门装聋作哑。哈尔滨阿城区阿继医院在医
保管理部门的眼皮底下常年骗保，明眼人一
眼就能看明白，医保部门和医院内外勾结，
监守自盗。郑州市医保费让医院成了“提款
机”，和管理部门严重失职不能没有关联。
管理工作和打仗一样，武器再好，堡垒再坚
固，握武器的士兵睡大觉，敌人来了自然如
入无人之境。监管部门不尽责是一方面，更
主要的是相关的处罚太软。一位人大代表
多次呼吁加重对侵害公共利益行为的处
罚。他说，一些涉及民生的问题之所以屡禁
不止，根子在于犯错误的成本太低。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