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的调查不代表我的幸福

近几年，随着幸福排行榜的搅动，各城
市都洋溢着一种“幸福冲动”，空气中扑面而
来的热情，表格上官方罗列的数字，似乎都
昭示着“幸福”正降临我们的城市。但在热闹
的表面下， 那些流行的城市病———看病贵、
入园难、房价畸高、交通拥堵，城市建设想拆
就拆想建就建，重显绩、轻民生等问题，似乎
并没有减少。

虽然，公众对“幸福入政绩”充满期待，
但在一个一无评选标准，二无监管保障的语
境下，各路幸福评选活动难免会沦为“脊梁
奖”和官员要求政绩的筹码，公众也难逃“被
幸福”命运：在今年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发
布的排行榜中，合肥排名第一，青岛排在第
15； 而在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的榜单中，
青岛列第一，合肥仅排名第27。连合肥市民
也搞不清自己“到底幸福到了何种程度”。

幸福不是数字游戏和城市施政者的口
号， 而是市民多样而又独特的心理感受。遗
憾的是，一些机构和地方政府，在操控幸福
评比的同时，也将公众的感受指标化、标准
化甚至给一手包办了。一些“幸福指数”的测
算体系，虽然包含了各大类诸多小项，但看
似“完美”的测算数字，主要来自政府的工作
数据，而非广泛的民意调查。随之而来的“幸
福”数据，能让民众接受么？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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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周末》特别评论，将与华声在线知名栏目华声评论、辣眼
时评一起，以“求异、逆向、建设性”为宗旨， 共同打造言论产品。

投稿邮箱：huashengpl@vo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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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正在亮起“红灯”。生活节奏的加快与保健意
识的薄弱，让中国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低”现象，
用医学人士的话来说，就是“该高的低了，该低的高了。”原本属于老
年群体的各种疾病向年轻人群体蔓延后， 健康问题的严重性也开始
成为被广泛关注的社会课题。

目前我国属于“亚健康”状况的国民有70％左右，由于受健康问
题的困扰，各方面的健康指数也正呈现倒退趋势：中国人平均身高3
年降低了3厘米，男女平均体重分别增加了1－3公斤，血压量的升高
与肺活量的下降数字也令人不安， 而心脏病的高发年龄更是下降了
15岁。这些忧心的数据提醒人们，身体素质的倒退在物质水平的提高
面前，似乎更显得我们的生活“得不偿失”。

身体健康水平的下降显然并非素质基础的问题。 从气候与地理
环境而言，我们所遭遇的自然挑战并不恶劣，对于身体素质基础的塑
造也完全有着良好的外部条件。 尽管现代生活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
遇到各种各样的环境变化，如大气污染、电子辐射、食物安全等问题
的困扰，这些问题也势必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负面作用，但我们
并不是没有对抗这些问题的能力与方法，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是否培
养起了自己良好的、优质的、形成惯性的健康观念与行为。

饥饿、 物质匮乏等时代记忆如同一枚深至骨髓的烙印刻在我们
的身上。在物质基础大幅提高后，似乎是为了补偿曾经的亏欠，不少
人选择了并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饮食的选择上，营养均衡并没有受
到太多人的重视，觥筹交错间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让人们在口腹之
欲得到极大满足后滋生出优裕生活带来的“幸福感”。但这种浮沙筑
塔式的幸福感很快便被健康问题所瓦解，肥胖症、超重者的增多，糖
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疾病的缠扰，不合理膳食加上缺乏运动的后遗
症以席卷之势让人们陷入了“不健康”的忧虑中。

这份忧虑不仅在成年人群体中弥漫，也在未成年人当中显现。青
少年的体质逐渐下降，体育活动中的羸弱表现让“健康”一词越来越
成为生活中的奢求目标。最近，全国多地学校陆续取消长跑项目，理
由是这项运动对学生体质要求过高， 取消是为了避免学生在运动时
“受伤”。18日上午，一名参加国际10公里马拉松赛事的广州大学生在
到达终点后猝死，这起意外直接成为了学校取消长跑的合理依据，而
该事例也让人们在争论是否应该“因噎废食”取消校园长跑运动的同
时，再度聚集年轻人身体素质的病态现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国民而言，“吃得好”就等同于山珍海味、
大快朵颐，“过得好”就等同于养尊处优、不事劳作。想极力摆脱记忆
深处对物质匮乏的恐慌而树立起的另一种极端生活观念， 让健康反
而离我们越来越遥远。在物质拥有已经发生强大逆转的当下，我们的
生活需要什么样的模式，以接近我们越来越渴求的健康？这不仅仅是
理念上的一次全盘更新，更是行为方面的一次紧急召唤。

想要改变生活模式，必先培养习惯.。习惯难成，往往成为现代人
难以获得健康的根本原因。本报推出的“挑战21天”健身公益活动，以
切实的科学的手段，督促15名选手通过21天的坚持，养成基本的行为
习惯。 这正是一场由媒体发动号召、 并得到公众热情回应的行为实
验。当然，坚持21天只能形成初步的习惯，要想将之变成生活的一部
分，仍然需要长期的坚持，于生命而言，这甚至不具备讨价还价的余
地。如果说“21定式”凭借其科学性给予了你行动上的指引，那么生活
中的实践与坚持则能够保证你在幸福与健康方面的良好效果。 人最
怕的不是有命没钱花，而是有钱没命花，最深刻的道理往往也是最浅
显的。

曾经的“东亚病夫”称号给予了我们一记最为屈辱的耳光，在这
个记号之上附着的民族状态被定格为“孱弱”、“软性”。真正的病夫，
绝不止是身体的孱弱，更意味着其坚定意志的无法形成。毛泽东曾在
《体育之研究》上发表言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
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这也是他“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的理
论先声。好的生活来自好的身体，好的身体来自好的习惯，生命以链
条式的结构反应呈现着其健康内涵。这链条的编结，则需要我们摒弃
曾经的不当行为，重新认识健康的含义，并身体力行地去实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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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确保起点公平是前提

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直接牵出的将是
社会矛盾的加剧。这也使得政府感受到了压
力，尽管历时八年准备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至今难产，但即将出台的《工资支付条例》传
出已经将最低工资标准写入法律。 不过，最
低工资入法这种单一动作，想要弥补居民之
间的巨大收入差距，当然是杯水车薪。就出
路而言，尽快推动个税、财产税等税制方面
的改革固然急迫，但最为根本的，应该是破
除垄断行业的经营特权， 尽快向市场开放，
同时确保公民的教育、求职权利平等。无论
是对于企业还是个人，这些起点上的公平都
是最为基本和最为重要的，也只有在起点上
保障个人与市场主体的公平，谈论缩小居民
差距的话题，才是有意义的。

■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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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90后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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