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5月23日 星期三 统筹 曹杰 编辑 闵良臣 校对 姜军 版式 王小羽

中原时评A02
郑州晚报官方微博：http://t.sina.com.cn/2034347300

本版电子邮箱:wywywy7591@163.com

据南京《金陵晚报》等媒体报道，捡到170
多个钱包归还原主并多次为生病孩子捐款的
南京“最美环卫工”沈现台，近日给当地媒体发
去短信，希望求得表扬，哪怕是一本荣誉证书
也好。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做好事不仅
得不到周围人的认可，反而还遭到嘲笑。为
此，几日前，《中国青年报》就“如何营造做好人
的环境”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中，72.1%的人
表示政府应制定相应制度，不让好人吃亏；
70.0%的人指出要营造好人受羡慕、受尊敬的
社会环境。 （5月22日《中国青年报》）

所谓“好事”，一般来说，就是指“利他”。
有无数的“做好人”者证明，一个从骨子里或
说天生就喜欢做好事的人，其实是不图回报
的，甚至不计个人得失。最近媒体报道的那
位“最美女教师”，即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四

中学老师张丽莉舍身救学生，就是一个典型
的例子。如果一个人在做好事之前想的是如
何得到同等的回报，从主观道德上来说，他不
是在“做好事”（尽管客观上仍有可能称做是
做好事）。我们常听到做好事的人说的一句

“这是我应该做的”也说明，很多做好事的人
认为做某件好事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一个人不论多么不计回报地喜欢
做好事，做好人，这个人如果受到的不是鼓
励，而是相反，甚至因做好事、做好人让自己
有太大的损失，那么，久而久之，很难说不会
改变他对“做好事”的态度。而态度决定一
切。一个人一旦认定在某个特定的社会环境
中不能做好事，不能做好人，或者说做好事、
做好人就意味着自己要受损失、受伤害，而且
不仅是经济、物质上的，还会有精神乃至肉体

上的，甚至做了好人就会失去尊严，难以生
存，那么，很难说他还会继续坚持做好事、做
好人。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社会的动
物”。一个人完全离开社会，很容易成为“野
人”，因此，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不能不受到社
会影响乃至同化。社会是善的，就容易让这
个社会的人变善，社会是恶的，自然也容易让
这个社会的人变恶。即使人真是“性本善”抑
或“性本恶”，通过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一
定会变得跟整个社会大体一致。一般来说，
只有环境改变人，而个人很难改变环境。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社会中愿
意做好人的比例，一定是这个社会的一面“镜
子”；社会通过这面镜子，不难照出自己的问
题以及需要努力的方向。

肯不肯“做好人”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晚报评论员 闵良臣

近年来，中央三令五申严禁公款旅游，相
应的督查监管也越来越严厉。然而，在现实
生活中公款旅游却屡禁不止，而且为了规
避检查、便于通过审核，一些公款旅游往往
以“变装”的形式出现，手法越来越隐秘。
仅仅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已有多起新型公
款旅游事件被曝光，其形式之多变不禁让
人咋舌：公款旅游为何这般难治？

（5月22日《人民日报》）
尽管治理公款旅游的措施越来越多，但是，

在“高压线”之下，仍有一些部门、单位不退缩，通
过越来越巧妙的“马甲”，如党员为赴港澳游谎
称非党员，还有故意不显示单位，与此同时，一
些旅行社相当配合——伪造邀请函、会议通知
等进行出国（境）旅游，把真的邀请函叫做签证

函，假的邀请函叫做报批函，专门应付因公出国
（境）考察管理等。可以说，所有的治理措施都
被官员和旅行社一一肢解了，进而推动了公款
旅游从“马甲化”到“匿名化”的惊险一跳。

但是，就笔者的观点，公款旅游从“马甲
化”到“匿名化”的异化，说到底是治吏治权出
了问题。因此，除在一定程度上赞同“国家严
令禁止依然无法根本性改变的原因是国家没
有建立公务会计制度、办公资产管理和公务接
待存在问题、决策缺乏科学理性等”外，更要认
识到，这是治理权力者出了问题，因为规制公
款旅游行为最重要的是对权力进行规范和对
权力进行制约。但公款旅游从“马甲化”到“匿
名化”的异化，能看到对权力的制约意义吗？

可以说，公款旅游的核心问题是对公款开

支权的滥用，公款得不到有效管理。在发达
国家，对公务消费的监督，媒体、公众的力量
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在密切监督之下，政
府官员不敢随便用公款吃喝、旅游，不敢进行
违规消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曾这样说
道：“政府官员也在追求自身的利益，在政府
里如在商场里一样，我们必须试图建立一种
制度，在此制度之下，那些追求自身利益的
个体受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而服务于公共利
益。”要解决公款旅游问题还是要从制度设计
的角度入手，进行有效的规范、监督，对公共
财政支出进行规范的审批，向社会充分公开，
加大监督和制约等。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公款
旅游从“马甲化”到“匿名化”的荒诞和尴尬。

地沟油检验方法
还要“验证”多久

5月 22日,卫生部表示,自 2011年 12月起，
一共征集到762份关于地沟油检验方法或检验
指标的建议。卫生部初步确定了4个仪器法和
3个可现场使用的快速法，目前正在进一步验
证和完善。 （5月22日人民网）

公开征集地沟油检测方法，卫生部可以说
是成果丰硕。先是征集到762种检测方法，令
人眼花缭乱；如今终于初步确定4个“仪器法”
和3个“快速法”。按说，这回卫生部该可以施
展拳脚，能够彻底降伏地沟油了吧。

然而，人们显然是高兴得太早了。这仅存
的几个“征集成果”还不知道是否真的管用，还
要找几个职能部门和一群专家关起门来对这
几种检测方法进行“进一步验证和完善”。问
题是，“进一步验证和完善”检测方法，并不比
检测地沟油容易，需要时间和精力，这对民众
的耐心又将是一次严峻考验。也就是说，时至
今日，还没有一种检测方法被证明是可行的，
这对于地沟油生产、销售者来说，无疑是石破
天惊的好消息——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所谓
的专家，你们就用这几种检测方法一起瞎折腾
去吧，等你们折腾够了，地沟油生产、销售者也
赚得盆肥钵满了。可见，初步确定了4个“仪器
法”和3个“快速法”，依然仅是个“数字政绩”，
既封杀不了地沟油，也震慑不了地沟油生产、
销售者。

应该说，研究地沟油检测方法，原本就是
有关部门的职责，就不该将检测之责转嫁给民
众。而当初卫生部向民间公开征集地沟油检
测方法，就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说轻点，是一
种“病急乱投医”的做法；说重了，是一种推卸
责任的行为，是典型的不作为。值得注意的
是，如果经过专家的“进一步验证和完善”，能
够至少确定一种能够降伏地沟油的检测方法，
也不枉卫生部兴师动众地求助于民众；可如果
这几种检测方法都是偏方，真不知卫生部如何
向国民交代。 汪昌莲

公款旅游关键在于公款得不到有效管理
□朱四倍（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