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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视点

A02华声评论

本版文章同时在华声在
线 评 论 频 道 http://opinion.
voc.com.cn/刊出， 欢迎跟帖
进行回应和争鸣。

时务观察非常语录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污染，放
个屁都是污染。”

近日， 在大理没有油烟的餐饮经
营场所，也得安装油烟净化器，大理环
保局局长赵宝兴作以上解释。

精神气爽： 都是一帮什么素质的
人在当官， 赶紧把净化器安装在他的
嘴上。

蓬荜生辉：大理的兄弟悲剧了，估
计以后屁股上都要装个处理器，11大
奇迹么?

我是一只瑜：官商勾结的招术，打
着环保大旗在肆意敛财， 销售商给了
你多少回扣?

趵突泉：终于知道北京的PM为什
么超过了2.5了……

沙宝亮： 这个官员是个极大污染
源，建议清除。

“对他们（孩子）来说，就算坐超
员的车，也比走路回家安全。”

9日下午4点， 余杭交警大队塘栖
中队民警在余杭崇贤街巡逻时， 发现
两辆私家车，一辆一汽SUV越野车，一
辆东风面包车，时走时停，有非法营运
和超员超载嫌疑。 打开车门让民警傻
了眼，里面脸贴脸坐满了孩子。司机陆
师傅说他这么做， 也是因为这些孩子
们的家长再三拜托。

捍卫正义：罚了钱、扣了分，以后
这车上的孩子怎么办?

晴儿：揪心，又是司机与老百姓的
错！

难得糊涂：领导的车不超载，可不
让坐啊。

天堂：现在的马路真的是不敢走，
如家长所言车上人再多也比走路安
全！

小丫：校车没有、公交没有、私家
车不让坐、车又租不起，百姓的生活真
是难啊，悲哀。

官话套话空洞无物， 多年来相沿成
习， 会议中官话套话至今不绝于耳。《人
民日报》读者来信版现向网友征集“你最
反感的官话套话”。1月9日的《人民日报》
就登了一些读者反感的官话套话， 比如
“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现场指挥”、
“积极、及时、立即、确保”……

官话，顾名思义，官员说出的话。官
员说出的话本来和老百姓说出的话一
样，都无可非议。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因
为有几个词上面讲、下面讲、大会讲、小
会讲，甚至开口就讲，更关键的是这些话
讲出去我们都明白是忽悠人的， 从来不
兑现。久而久之，官话也就成了“假大空”

的代名词。
但是官话错了吗？就像这个“高度重

视”，本来是说官员对某一件事情极其重
视， 但实际工作中却走了味， 领导既没
“重视”也没“高度重视”，成了冠冕堂皇
的场面话。打个比方，这些官话本来就如
同一个圣洁高贵的“圣女”，如果领导者
始终遵守承诺，言行一致，那么这些官话
就永远是人们心中的“圣女”，充满魅力
且光彩照人。

可惜，这些本来精心提炼出来、包含
着发明者聪明才智的词句，却被一些人生
生地亵渎、强奸。这些词句被糟蹋过后，就
成了官员嘴中最廉价的商品。明明是不管

不问、失职渎职才酿成祸端，为了推卸责
任逃避惩罚，还是要“高度重视”，最终它
们也就成了“不重视”甚至不管不问。

现在这些官话已经被网友贴上了
“小姐”的标签，以后必然会被官员们打
入冷宫。但是这些语句没有了，官员们必
然会重新提炼出来一些词句替代它们。
如果官员们从此能改掉假大空的坏毛病，
让新出来的官话名副其实， 尚值得欣慰。
最怕的是新提炼出来的一批词又将成为
“准小姐”，那不仅是社会的悲哀，更是我
们汉文字的劫难。如果是这样，倒不如全
力抢救现在流行的官话套话。

■朱少华

愿孤儿们早点“回家”

“高度重视”等官话本无原罪

河南兰考私人弃婴收养所的一场大
火，“烧”出了一系列问题，也引发了公众
的强烈关注。但是火灾发生5天，作为最
高主管部门的民政部迟迟没有回应舆论
关切。针对此次事件，《人民日报》记者归
纳了公众关注的相关热点问题， 于1月8
日致电民政部寻求回应， 结果打了15通
电话， 在不同的司局处室被来回“踢皮
球”之后，只得到一句“领导不在”。这一
过程的披露，进一步引发了舆论的不满。

在公众等待有关部门的权威说法
之时，有关部门选择敷衍、推托、拖延或
充耳不闻； 在社会期待围绕焦点事件有
一场良性互动之时， 有关部门选择回避
或置之不理， 甚至以某些强硬的“堵”、
“压”手段来应对，这样的事例近年来时

有发生。深究这种应对失措、非良性互动
的原因，既有能力不足的问题，也有态度
和认识问题。

我们早已告别“两报一刊”时代，全
国成千上万家报刊，不仅仅是量的增加，
更有质的演进。尤其随着互联网的崛起，
跨入社交媒体时代，网络的去中心化、去
权威化和参与性、互动性的增强，极大地
改变了媒体环境。 怎样适应这样一个全
新的媒体时代， 理应成为必备的执政能
力。如果在一个“人人都有喇叭”的时代，
还以“大喇叭年代”的思维来应对的话，
会使得摩擦增多、矛盾加剧。

新闻工作者不是麻烦制造者， 而是
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沟通者；新闻媒体
也并非心怀恶意的捣乱者， 而是执政者

与公众交流、沟通、互动的有力平台。说
到底，怎样对待媒体和媒体从业者，关系
到怎样对待公众。善待媒体，是现代治理
的应有之义，不仅关乎执政能力建设，更
关乎执政伦理。

善待媒体，不是应付媒体，也不是利
用各种纯熟的公关技巧来“忽悠”媒体，
更不是对付和“摆平”媒体，而是懂得尊
重媒体，尊重新闻规律和传播规律，充分
利用好媒体这一平台， 与公众和社会进
行良性互动。

好在，1月9日下午， 民政部在官网
上，以问答形式，由“有关负责人”公开回
应了河南兰考火灾事件。 虽然有些姗姗
来迟，但毕竟是互动的开始。
■包丽敏（转自《中国青年报》，有删节）

与媒体良性互动应是执政共识推荐

1月9日， 来自金华武义县的一条消
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从2012年12
月份开始，武义县陆续将新录取的公务员
送到环卫站，要求当5天环卫工人。大多数
人支持这种做法，认为公务员就要体验基
层工作。但也有不少网友认为，这种蜻蜓
点水式的尝试，只是一种“作秀”罢了。

尽管舆论对新招公务员先当环卫工
的“岗前培训”，表现出或褒或贬的不同
态度，但细品支持方和质疑者的用意，都
无不透露出一种共同的认知， 那就是让
公务员了解基层、重视基层、关心基层很
有必要，“接地气” 式体验应成提高公务
员素质的必修课。

当然，言称“作秀”的质疑也不无道
理：其一，时间太短。5天的环卫工经历的

确有蜻蜓点水的“客串”意味，未必能让
新录者真正体味到基层一线的艰辛；其
二，显失公平。“体验基层”不是新录取公
务员的专利， 应当是包括各级官员在内
所有公务员的素质必需。 但从这个意义
上说，质疑“作秀”并非反对，恰恰是对公
务员深入基层、转变作风的常态化期待。

在我看来， 当地实施新招公务员先
当环卫工的“岗前培训”，目的并非在于
“劳其筋骨”体质锻炼，而是旨在“陶冶情
操”道德培养，即增强新招公务员的群众
意识、基层观念。是否会沦为凑天数、做样
子的走过场，关键不在其当环卫工的时间
长短，而在于受训者的“体验”质量。

事实上，人们之所以力挺“武义式”
岗前培训，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招录的

毕竟是公务员而非环卫工， 而基于社会
分工的不同， 也不可能人人都去做环卫
工。因此，公务员充当环卫工的主要“任
务”，除了与一线工人同上岗、同作息、同
劳动外，关键还是要走进环卫工的心里，
与他们交友交心、真诚沟通，学习他们吃
苦耐劳的品德， 了解他们所思所盼的诉
求， 养就眼睛向下、 关注弱势的从政意
识。这才是当地政府推行这种“接地气”
岗前培训的良苦用心。

党的十八大之后， 新的中央领导集
体正在向社会展示反腐倡廉的崭新形
象，走基层、转作风日益成为公务员队伍
建设的主流趋势。 让新招公务员先当环
卫工的“岗前培训”，无疑是契合这种发
展大势的有益尝试。 ■张玉胜

余以为 “体验基层”应成公务员培训常态

1月9日，民政部发表《民政部回应河南
兰考火灾事件： 我国孤儿收留养育能力亟
待全面提高》，介绍了中国现有孤儿数量及
养育模式、 儿童福利机构建设和民政部近
期部署等几方面的情况。相关负责人称，中
国现有孤儿61.5万名， 而由官方收养的仅
10.9万名。

河南兰考的一场大火， 令中国孤儿现
状跃然其间。这些日，民政部的电话很忙，
兰考招待记者的饭桌很忙， 疑似避重就轻
的问责很忙， 多数无儿童福利机构的地方
很忙……忙来忙去， 最终还是回到那些老
话，一如《礼记》中的古老愿景：“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

所养。”孤儿不仅年“幼”、更是“孤独者”，给
其一方成长的天空，是底线上的公共责任。

眼下的情况，显然未必太过乐观：一是
民政部最新的数据显示， 我国现有失去父
母、 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
年人（即“孤儿”）61.5万名。其中，民政部门
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有10.9万名，由亲
属养育、其他监护人抚养和一些个人、民间
机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之多。 二是在
“袁厉害一个摆小摊的妇女，25年收养超过
100个孩子”的背后，是民政部门坦言的“多
数县（市、区）没有专门的儿童社会福利机
构”的现实。正因如此，近期，各地民政部门
正在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进行

全国性大排查，在排查基础上，对个人和民
办机构收留孤儿分类安置。 说得更直接一
点———公办儿童福利机构捉襟见肘、 民办
救助良莠不齐， 这恰恰是60余万中国孤儿
面对的现实。

亲情是无可替代的维他命。 国内外孤
儿养育经验早就表明， 福利机构养育不是
最好的方式， 家庭寄养更有利于孤儿健康
成长。眼下而言，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拆除国
人在收养孤儿上的法律、政策、制度壁垒，
改变家庭收养“偏好外国家庭”的惯性：一
是赶紧明确以福利院为主体的公共收养责
任，不能任由民间收养代偿权力义务，更不
能由所谓“爱心妈妈”扛起所有中国孤儿的

未来，穷尽一切努力之后，再来清算民间乱
象； 二是在我国“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到
12%、 接近欧美发达国家水平” 的现实之
下，完善民间家庭收养的便捷程序，尽量让
每个孤儿都能有个温暖的家， 而不是将所
有孤儿集结在一些“大家庭”里成长。

民政部已表示将推动修法、 以鼓励公
民收养孤儿， 但愿这样的法令能早点进入
顶层设计的议事日程， 更但愿这样的法令
不再换汤不换药。再孤单的孩子，也是这个
国家的孩子。 与其任其苟活在草根慈善的
风雨飘摇中， 不如庇护在制度完备的儿童
福利体系之下。助其“回家”，我们责无旁
贷。 ■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