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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5月31日《光明日报》报道，从5月上旬开
始，山东省淄博市某实验小学二年级的嘉琪就
进入了紧张的节目排练中。她跟小伙伴们一
起，要先经过一轮验收，再与其他班级比赛，胜
出者才有机会参加学校的会演，而在学校会演
中表现突出的，还要到区里进行评选。

嘉琪班级的节目是腰鼓表演，每天的训练
渐渐让她觉得吃不消了：“胳膊酸疼酸疼的，一
回来就累得想睡觉。”家长也有了意见：“孩子除
了正常上课还要额外排练，全家都得围着她转，
作息安排都打乱了。”本该属于孩子最快乐的节
日，结果变成一种负担。

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并不少见。笔者邻
居李姐的女儿小娟在上小学，以前每天晚上孩
子都在家里做作业。可最近一段时间吃了晚饭
后李姐就带小娟出去了，很晚才回来。我有些
纳闷，问李姐是不是给孩子在外报了培训班。
李姐说晚上带孩子到学校去了，我更奇怪了，莫
非小学生也上夜自习呀！李姐叹了口气，告诉
我了事情原委。

原来儿童节里，学校要举办一场大型文艺
演出，据说有领导来观看，学校高度重视，从每
个班上选出几个有文艺天赋的孩子进行排练，
小娟也被选中了。孩子开始还很高兴，可后来

就变得愁眉苦脸。每天晚上都要到学校排练，
双休日也得去，老师要求十分严格，一个动作没
做好就遭训斥，小娟没少挨老师批评。而晚上
回来后已经很晚了，还要背台词、赶作业，往往到
凌晨才能睡觉。孩子累得够呛，向妈妈哭诉，这哪
是儿童节，简直是“劳动节”！她再也不想过儿童
节了。李姐听了心里很难受，却又无可奈何。

儿童节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这一天他们
会得到美好的祝福、精致的礼物，本应快快乐
乐、翘首以待。可事实上，不少孩子对儿童节是
又爱又恨甚至是“恨”大于“爱”。原因何在？就
因为一些成年人的功利心让儿童节少了本应有

的童趣和轻松，多了不应有的严肃和沉重。
很多学校庆祝儿童节的做法便是组织孩子们

排练节目，准备大型演出。孩子时常得提前“备
战”，忙得不可开交，累得气喘吁吁。儿童节当天，
各级领导坐在遮阳伞下看表演，而孩子则顶着烈
日又蹦又跳，因此累趴下、晒中暑的事情没少发
生。这究竟是孩子过节还是领导过节呀？是否又
问过孩子们，这样的过节方式他们喜欢吗？

儿童节里的主人应是孩子，如何过节应该
由他们说了算，岂可由成年人一手包办。老师
和家长不妨多倾听一下孩子的想法，在最大程
度上满足他们的心愿。

应该记住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这个名字，在政府信息公开的历程上，与所有个
人的点滴努力一样，这个单位同样功不可没。

每年的5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
心都要发布我国31个省级政府财政透明度调查
报告。今年是报告发布的第四年，虽然报告全文
尚未公布，但媒体的报道已经透露了许多细节：按
照百分制计算，今年31个省份无一得分超过50分，
得分最高的是湖北省，只有45.2分。另外，今年的
报告增加了“中国政府部门预算”，按照百分制计
算，没有一个部委得分超过50分，得分最高的是环
保部，43.8分，最低的国家物资储备局，只有19.38
分。自然，还有一些部委没有公布预算信息。

成绩如何，无需多言。但即便如此，报告课
题组也还是认为相较于上一年有所进步。一是
公开的项目增加了，从去年的60%多增加到今年
的70%多；二是地方对于财政透明度的重视程度
较以前有较大提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进步？报告课题组的分

析也很实在：离不开中央的“上行下效”。 项目
组负责人杨丹芳说的则更到位，信息公开与否，
在项目组看来“与中央的表态以及各省领导的执
政风格密切相关”。

我认为杨丹芳已经完全概括了当前信息公开
的最主要特点，尽管不能否认“倒逼”的力量，但的
确无法过于乐观。结合目前中国的行政改革进程，

“由上而下”推进依然是信息公开的主流路径。
从全局的方面，2009年温家宝总理提出用3

年的时间公开全部中央部门预算，随后中央部门
的“三公”预算公开呈现加速态势。最新的消息
则是，财政部长谢旭人日前表示，今年，中央本级
和各部门的“三公”经费、行政经费将一并公开。
按照程序，这些内容将在6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
批准后进行公布。而从局部的个案来看，上财课
题组提供的一个事例也足以说明问题：“第一年
排名靠后的新疆，就在第二年换了领导后，这两
年排名都很靠前。”

从以上信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财政透明

度或者信息公开要想进一步推进下去，必须要保
证“上行下效”的机制得以继续存在；无论是全局
还是地方，“一把手”的作用极为重要而且不可替
代。因此，信息公开成败的关键，是如何让“一把
手”的行政风格尽可能地符合信息公开的要求。

无需讳言，依靠“上行下效”以及“一把手”来
推进信息公开，显然存在致命的变数。换一个领
导排名就靠前了，再换一个排名很有可能就靠后
了。所以，信息要想进一步公开，关键不是换不换
领导，而是换怎样的领导。自然，从行政风格的潮
流来看，我们希望换上的领导能够顺应行政文明的
大潮，让公开透明成为我国的行政主色调。

从这个角度，虽然目前不宜盲目拔高“倒逼”
的作用，但终究无法忽视“倒逼”的巨大潜能。本
文一开始就提醒要记住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
究中心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执著努力的本身就是

“倒逼”力量的一部分。尽管这种“倒逼”力量尚且
微弱，而且还要仰赖“一把手”的松紧收放，但只要
假以时日且不懈努力，量变终会成为质变。

广州城管该反思什么
□马龙生（北京）

5 月 30 日下午 6 时许，距离恒大与东京 FC
比赛开始还有不到两小时，天河体育中心广场
外已经聚集了很多球迷。不少小商贩也借此良
机在球场外摆摊卖国旗和恒大球衣。但城管部
门却严令场外不许贩卖国旗，并坚持要没收所
有国旗。这让现场球迷相当不理解，最后演变
成球迷围堵、追打城管的局面。

（5月31日《新快报》）
执法者被路见不平的球迷追得满街跑，这

样的尴尬着实让城管部门“掉了价”。可是细想
一下，这种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又让人觉得广
州城管部门的做法确实有些欠妥，做出一些反
省还是必要的。

有网友说，比城管查抄行为更可恨的，是做
出这一规定的人。这话确实有一定道理，球场

“禁旗令”本身，有着太多不可思议。是从球场
治安角度考虑的吗？可是旗帜是用布或纸做成
的，没有凶器功能；是怕球迷看完球后把国旗随
意丢弃，有辱国旗尊严吗？可是“任何旗帜都不
能带入场内”又做何解释？任何规定，总要有一
定的依据，可是这条规定，却实在让人看不到依
据在哪儿。你的规定不能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必
然会带来普遍的抵触情绪，执法效果怎么会好？

相对于规定本身的难以理解，现场执法者
“没收国旗时动作比较粗鲁”，无疑就是引爆冲
突的导火索了。如果城管人员能早些上岗，在
球迷还没有大量聚集时，就把卖国旗的小贩搞
定，或者在执法时能文明一些，恐怕也不会引发
球迷的路见不平。

对于广州恒大来说，5月30日是一个有望改
变中国足球在洲际联赛历史的一刻，球迷的心
情可想而知，为球队助威的旗帜，当然是必不可
少的东西。然而，广州城管的“禁旗令”，本来就
给球迷的热情大大泼了冷水，又因执法态度的
粗鲁，为球迷提供了发泄不满的借口。

可见，城管尽管有着太多的不被理解，而且许
多指责也未必是公平、理性的，但是这也并不能说
明，城管本身的工作，就没有值得反思、改进之处。

我国禁烟效果
为什么差

□苏胡（河南）
原以为由于多年或大或小或多

或少的宣传，吸烟的危害早已尽人皆
知，可看了眼前报道才明白，这不过
是一种美好的幻想。

近日，《新民晚报》一篇报道说，
时至今日，我们的国民对吸烟的危害
认识仍相当不足，又因认识不足，在
公共场所实行禁烟也就很难。其
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特别
是当你看了报道中的有些数字后，
对我国为何仍是一个烟草大国，公
共场所禁烟效果为什么那么差，也
就不会感到吃惊了。

在吸烟可能引发中风、心脏病的
知晓率上，我国排在20个被调查国家
的最后一名。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即
便心脏科医生，也有近1/3仍在吸烟。

如果说心脏科医生吸烟还只是
“个人问题”，公共场所难以禁烟就是
对公众的危害了。今年卫生部发布
通告称，在暗访的全国 3340 个医疗
卫生机构中，综合评分为70.6分，仅
有天津、江苏、陕西和新疆 4 个省级
卫生行政部门得分为满分。也就是
说，即使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烟草
的危害也不当回事。

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是这种情
形，而生产知识分子的高校同样不容
乐观。2011年9月，中国控烟协会发
布的暗访报告显示，在覆盖31个省份
的800所被调查高校中，仅有16所得
分超过60分，合格率2%。显然，一些
原本被称作高素质的国民对给人带来
严重危害的烟草同样是偏爱有加。

一个社会，有了这样两个原本最
懂得吸烟危害的人群尚且不把禁烟放
在眼中，你叫这两个人群之外的普通
国民又如何能认识并自觉加入到禁烟
大军中来呢？

然而，这还不算完。据 2009 年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我国烟草税率只
有 36%，在世界上排名倒数第三，与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理想烟草税收
应占其零售价格的67%～80%相距甚
远。这说明，相对世界上绝大多数
国家而言，我国其实是鼓励烟草生
产商的。一包烟，即使交了近 70%
的税，仍可获得一定的利润；而像我
国这样，只收世卫组织建议烟草税
收的一半，让生产商获得的可能是
暴利，这不是在鼓励又是什么？

或许中国烟草生产商们也正是看
到自己生存在这样一个有利而又“肥
沃”的土壤环境中，烟盒上的文字、图形
也就不按世卫组织公约要求制作，有意
无意间让国民忽略对烟草危害的认识。

由以上情形来看，我国禁烟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什么时候烟草生产商以
及卫生部门乃至国家都真正认识到了
禁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由此引导广
大国民提高认识，禁烟效果才能“凸显”。

倾听民声
读者来信

请宽容满天飞的“哭穷帖”
□李辉（广西）

熟悉网络的人都知道，当前“哭穷帖”满天
飞是事实，一些“哭穷帖”充斥着撒娇、矫情的成
分也是事实。然而，调查结果称“86.3%的受访者
感觉‘哭穷帖’泛滥会产生一系列社会负面效
应，严重误导阅历不深的年轻人”，还是让人很
是意外——顺着这样的说法，接下来的“41.5%的
人指出，网站、论坛等管理人员不该给假惺惺的

‘哭穷帖’提供生存之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了。“哭穷帖”果真有这么大的危害吗？

在许多被调查者看来，“哭穷帖”泛滥会造
成巨大的“负能量”。其实，这个社会远没有那
么脆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哭穷帖”或许
真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可一个健康的社会
本该产生的“正面效应”，应该很轻易就能将其
克服掉才对呀。

事实上，“哭穷”不该禁止，“哭穷”也无法禁

止。试想，那些反感他人“哭穷”甚至希望封杀
他人“哭穷”的受访者，难道他们就没有抱怨过
油价高、菜价贵？难道他们就没有叹息过房价
涨、看病难？这也是“哭穷”，区别只在于程度不
同，以及是发帖还是动嘴而已。至于一些极端
的人发帖感叹自己月入数万过的却是“穷人生
活”，这就像旧时的大户人家也向穷亲戚述说

“大有大的难处”，亦真亦假，对此无需发笑也无
需悲戚，没必要视为异端，更没必要感到听不
得，乃至要求别人闭嘴不说。

其实，我们当前的绝大部分人，还真不富。
“民生多艰”的日子，并没有离所有人而去，因
此，面对网上诸多的“哭穷帖”，宁可多信许多人是
真穷，该期盼的是职能部门多为人们谋富，这比站
在某个制高点上，视“哭穷帖”为洪水猛兽，恐怕更
能体现一个正常人、正常社会的道德良心。

据《中国青年报》5月29日报道，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
客调查网和民意中国网，对全国31个省（区、市）10562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55.6%的受访者坦言如今“哭穷帖”较多，86.3%的受访者感觉“哭穷帖”
泛滥会产生一系列社会负面效应，严重误导阅历不深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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