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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新年快乐！”

在考场上碰到不会做
的题目怎么办？几天前，湖
北大学经济学专业一名女
生绝处求生， 给出了十分
个性的回答———在答题空
白处写上一句祝福老师的
话，令阅卷老师哭笑不得。

阅卷老师： 温暖又无
奈， 十分感动， 但拒绝给
分，该题判“0”分。

肉肉：老师真严，看在
她这么可怜的份儿上就让
她“险过”吧。

糖糖： 遇到这样有礼
貌的学生，一般会加1分。

Susie：我当初读书的
时候也干过这事， 老师给
了两分。

“我会干掉它！”

江西省长鹿心社在参
加南昌代表团全团会议
时， 对南昌市委书记王文
涛和市长郭安说：“我听北
京的朋友讲， 南昌给他们
的印象比较乱， 旧城建设
见缝插针， 电动车夹在机
动车里乱窜”。王文涛立即
插话表示，“我会干掉它”。

辽沈： 听着怎么有些
令人惊悚，在会场上有失
严肃。

浮华： 我倒感觉回答
得精干有力， 一听就是干
实事的人，无废话。

Fatty：其实这种气氛
很好， 过多解读会失去原
有的本义。

“在我没回家时，我妈是‘亲
亲’； 快要回家时， 我妈是‘嘻
嘻’；在我到家那天，我妈是‘哈
哈’……”春节临近，在远方的孩
子能回家过年团聚，成为了千万
母亲的心愿。21日， 网上一张展
示母亲与儿对话回家的9个QQ
表情图，引发了网友们的疯转和
狂赞！ 不少网友看得眼眶湿润。
（1月22日《重庆商报》）

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
上衣” 还带着乡愁与别情回荡在
所有离家之人的心房中，“妈妈的
9个QQ表情” 已经用简单的模式
将母亲盼望与孩子团聚的心情表
现得入木三分。

世界再大，总要回家。我们

回家的念想， 绝不止是一粥一
饭， 而是与父母相依的温馨，尽
管整个社会一度陷入“亲情稀薄”
的焦虑，甚至需要呼唤立法来保
证子女与父母之间必要的联系，
但毫无疑问，如果回家是一件简
单的事情，那么我们也不必面对
着“妈妈的QQ表情”泪崩。在以
亲情和温情催人泪下的背后，实
际上是游子们在现实与情感渴
望之间难以负担的金钱、时间成
本。所以，感动总是容易，但现实
总难通行。

与“妈妈的QQ表情”同样风
行网络的，还有最近占据各大门
户网站大篇幅位置的各种各样
的“春运表情”：火车、汽车售票

窗口拥挤而疲惫的人群；买到票
的欣喜若狂、没买到票的忧伤失
落；少者的风尘仆仆、老者的不
堪重负……一张张脸庞上的渴
望与焦虑、期待与无奈，构成的
是一幅回家途中百味杂陈的“中
国式表情”。

上亿人在春节期间的迁徙
历程，如果以故事化的手段进行
微观呈现，总有不亚于电影大片
的感动与悲情蕴含其间。曾经有
母亲为了回家看儿女，千里走单
骑， 凭一台摩托车跨越千山万
水，只为赶在除夕之际回到幼子
身旁；也有怀揣微薄薪水的农民
工一路蜷缩或站立在火车过道，
几十个小时难以挪动地坚持到

到家的那一刻。表情的绽放，只是
一瞬间，但回家之前的准备和回家
过程的艰辛，却是始终让人难释重
负的。

“妈妈的9个QQ表情” 体现的
是母亲对出门在外的子女回家团
聚的期盼， 出于对劬劳之恩的回
报，天南地北的子女们必须要回应
和满足这份期盼，而回应和满足的
背后， 就是为此付出的劳心劳力，
甚至买票时的“身经百战”。一次春
节团聚的成本，几乎是身与心的全
方位应对， 也正是因为如此不易，
才会让妈妈们的表情显得如此动
人，催人泪下。

回家的热切渴望与欣喜支撑
着我们在网络和人群中逡巡，努力

拨打着经常瘫痪的购票热线， 与黄
牛党斗勇斗狠， 或是在水泄不通的
售票窗口奋力挣扎， 换取那一张满
载乡愁的车票。 或许因为这份甜蜜
的负担， 再困难的回家经历也冲淡
不了团聚时的喜悦， 但谁不希望回
家的路途能够顺畅些， 回家的困难
能够减小些？

阿娘开柴扉，儿带春风还。简单
的9个QQ表情， 联系着妈妈与儿女
的情感寄望，其中横亘的却是除了千
山万水的地理距离，还有多年来难以
破解的春运困境。积累了一年的思念
情绪， 可以浓缩成几个QQ表情，但
乡愁与回家的艰辛， 似乎一直在路
上，难以简单、轻松。

■本报评论员 张 英

“妈妈QQ表情”背后的现实窘境

公车怎么用，谁都不该“一头雾水”
深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秘书处

处长傅贤达， 几乎每个周末开着公
车去打高尔夫球。该处长称，开公车
去打高尔夫确实不对， 不过自己并
未违法， 因为没有规定说公车该怎
么用。有人认为，由于管理制度的欠
缺及不够细化，公车该如何使用，对
公职人员来说也是一头雾水。

面对媒体的监督， 当事人傅贤
达很不服气，认为这是“小事”，“没
有必要搞这么大。” 认为公车私用
“很正常”， 媒体曝光， 让他“没面
子”,“坏了荣誉”，“误了前程”，并且
自谓是“有修养的人”。

啧啧！这是神一般的逻辑！公车
该怎么用，即便没有明确规定，但也
应知道违法与合法的界限在哪！公
车，顾名思义，是为公而用的车辆，

而非私人的坐骑。你上下班，周末
打高尔夫球，这是“私事”，动用公
车则是违规违纪。 如此浅显的道
理，一名机关处长焉能不知？

譬如小偷偷东西， 法律没规
定他偷谁的才算偷、 偷什么才算
偷，但只要他实施盗窃行为，非法
占有他人财物，那就是违法犯罪。
公车私用也是， 一名公务员公车
私用，耗费公帑，这就是腐败，就
是违法犯罪。

以公众的朴素理解， 公车当
然是在上班8小时之内才能用，上
班、下班都属于私事。多年来，现
实却是，一些公务员上下班、节假
日开公车，接送孩子上学等，都用
公车。似乎单位配置的公车，只是
一种福利待遇，而无关腐败。长此

以往，便是习惯成自然，认识出现误
区和偏差，以至于“久居鲍鱼之肆不
闻其臭”了。

有些人佯装无辜，装疯卖傻“揣着
明白装糊涂”，不过是习惯了这种权力
福利而已。还如，中央推行八项规定，挤
压灰色收入空间，他们就嚷嚷“官不聊
生”、“为官不易”；群众一监督，他们便
大呼小叫，说自己是“弱势群体”。

公车该如何使用，公职人员“一
头雾水”提醒有关部门，既然公车泛
滥，公众诟病已久；既然约束公车乱
用，需要一份具体而微的规定。那好！
就请有关部门出台并细化公车使用
办法，明文规定公务员上下班、周末
等非公时间，严禁公车私用，并且制
定“带有牙齿”的罚则———谁若触犯，
严惩不贷！ ■惠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