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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不是
婚恋的“烤场”

休眠空调
为政之耻

□高健钧

今年春节，在不少城市，人们感受到的年
味儿与以往有所不同，隆隆爆竹声不再彻夜不
停，新春的黎明变得比较安静。

以北京为例，有关数据显示，除夕凌晨 6
时至大年初一凌晨6时，北京环卫专业作业单
位清运的烟花爆竹残屑同比减少了33.81％。由
此可见，随着空气污染的日益加重，一些人对
污染空气的燃放炮有所收敛。

然而，全国超过三分之二的城市还是出现
了雾霾天气。60多个城市的污染指数爆表，烟
花爆竹燃放仍是首要原因。

“爆竹声中一岁除”固然是春节最为重要
的传统之一，但传统并非一成不变。如果遵从
古老的春节习俗，过年应当从腊月二十三小年

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但随着现代社会的生产
需要，春节早已移风易俗，变成了七天的假期
庆祝。

同样，春节里一连多日的餐桌饕餮，以及
通宵达旦麻将桌上的鏖战等传统项目，被越来
越多的人意识到有损于健康，逐渐摒弃。

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精神文明也在进
步。人们对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视，在一定意
义上减少了对口腹之欲的放纵。如今营养过
剩反倒成了健康的困扰，于是有“每逢过年
胖三斤，仔细一看三公斤”这样的调侃讥
讽。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节日越是
重要，庆祝的方式也越需要与时俱进，变得更
进步，更科学，更文明，才能焕发出旺盛的生
命力。

文明的年味儿更长久

□欧甸丘

春节长假归来，一些人的“节后综合征”
又开始发作，工作打不起精神。因此，机关工
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当及时照照“镜
子”，自纠自查，主动祛除病症，迅速进入工
作状态。

春节长假给了人们放松身心的机会，让人
们从紧张的工作状态中暂时解脱出来。但是，
长期不规律的生活和狂欢节奏，往往也让人体
力透支，精神慵懒。当长假过完，有的机关工
作人员缺乏对纪律的敬畏，没能及时收心，从
而出现了开门不办事、身到心不到、敷衍塞
责、随意迟到早退等现象，引起群众“吐槽”。

群众的“槽点”，正是机关的“痛点”和
领导干部的“病点”。机关是为群众办事的，
其作息时间、工作状态都有明确规定，理应严
格执行。有的机关仍处在“过年状态”，一些
机关工作人员的头脑还被吃喝玩乐占据，思想
和工作不在状态，很容易让办事群众遭遇“门
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尴尬。

机关单位应自觉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督
查执纪，严肃自纠自查，对各类“节后综合
征”出重拳、下猛药。对于“罹患”“节后综
合征”久久不能改正的要严肃查处，及时向社
会公布，从而以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和问责机制
营造起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推动各部门各项
工作“开门红”。

□光明

今年的这个节日，在新闻短缺的春节时令
里，似乎弥漫着炙烤中国婚恋关系的一股焦糊
味。比如从年尾炒到年头的《中国逼婚现状调
查报告》，说全国各地被逼婚率均在 70%以
上。又比如“大龄青年众筹‘反逼婚广告’”
有了最新进展，在北京东直门地铁站内，广告
闪亮登场。再比如，一篇有关“上海女孩跟江
西男友回农村过年，吃第一顿饭就要分手”的
帖子大热了整个春节。

又是逼婚的惨烈，又是相恋的傲娇，再加
上“深圳208万元娶妻成本”等火上浇油——
中国婚恋关系的吊诡镜像，就在这些亦幻亦真
的碎片化事件中被拼凑出来。被逼着结婚，被
门户之见拖垮爱情，被婚恋成本压垮信心……
在 2015 年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为 105.02 的语境
下，我们难免会深切地担忧：“单身汪”还能
愉快地进化为“情侣喵”吗？

很多人说，每逢佳节被逼婚。仿佛人还没
到家，一大波三姑六婆已在村头村尾候场着

“逼婚大戏”。只是，这样的控诉，不过是内心
戏太丰富：眼下的八零九零后，真有那么多的

“三姑六婆”吗？至于父母双亲，微信等社交
APP方便得很，文字也好，电话也罢，需要熬
到春节再集中催逼？到了适婚年龄，家人催一
催、问一问，不过就像饭点的时候询一声“你
吃了没”、早晨催你起床上班，是再正常不过
的事情。本质上看，不过就是嘘寒问暖般的关
怀，既没有拿命要挟，也没有赌咒发誓，怎么
就成了“逼婚”？与其说你感觉被逼，不过是
自己潜意识里也深感压力山大，杯弓蛇影的条
件反射罢了。

至于城乡之间的断裂，是个“何不食肉
糜”的古老话题。且不说“上海女孩”网帖的
真实性待考，即便果真如此，也不是什么大不
了的事情。这不是租的女友，也没有虚假应
付，因为彼此生活环境与质量差异上的分歧，
选择逃离总比委屈憋屈更遵从内心。如果你承
认感情是很私隐、很感性的东西，那么，两个
人的分手还是牵手，就不至于成为意味隽永的
公共话题。至于农村有没有“滋养年轻人爱
情”的能力，跟人家小概率的爱情，有毛线的
关系呢？倒是传播中带有地域标签的种种“联
想”，散发出经年不散的陈腐之味。

“相思血泪抛红豆，春柳春花满画楼。”
爱是甜蜜的负担，爱是幸福的幽怨。亲爱的，
春节不是婚恋的“烤场”。在中国，在世界，
所有相爱相恋、结婚厮守，都是一样值得祝福
的美好。

□张紫赟

春节期间景区拥堵成为网上最热的话题之
一。其实，不但这个春节长假，景区拥堵已经
成为一种假日病，严重影响国人出游体验。

根据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景区最大承载量
核定导则》，各大景区应核算出游客最大承载
量，并制定相关游客流量控制预案。按理说，
如果所有景区都能本着“舒适游”的原则科学
核算，将游客数量限定在最大承载量之内，并
且不打折扣完成实时监测、疏导分流、入口调
控等流量控制流程，景点严重拥堵应会有所减
轻。可现实是，对于一些著名景区，单日最大
承载量的红线已经沦为摆设。

如果说拥堵前的预警与分流考验景区的科
学管理能力，那么拥堵发生后如何疏导人群则
拷问景区应急服务能力。显然，目前多数景区
在这方面应对能力仍显不足。

随着我国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消费正
呈现“爆炸式增长”。短期看，国内景区应当
重视优化升级管理水平，充分利用大数据等先
进技术手段，有效监测、分流、调控人流量，
为提升旅游品质、加快旅游业供给侧改革夯实
服务基础；长远看，消除景区假日“拥堵
病”，还应切实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通过更多
错峰休假的探索，分流和缓解“集中式”休假
带来的资源和空间紧张，让百姓出游感受更美
好。

一年打工
存 不 了 两 万
元，没想到过
年几场牌就输
掉一大半——
春节期间，安
徽省的一些农
村青年向记者
反映，过年亲
朋好友聚会都
会摆上牌局，
有人甚至将一
年的辛苦钱输
了 个 精 光 。

据新华社

□刘雪松

在山东郯城县的养老院里，有
一样东西是只给看、不给开的。这
就是空调。在这些养老院里，空调
的遥控器“被乡里要回去了”。高
峰头养老院负责人明确说过，低于
零下5度再开。（2月13日齐鲁电
视台）

低于零下5度，对于地处鲁苏
交界的郯城来说，应该是个多年才
能一遇的天气。所以高峰头养老院
里，空调装了4年多了，也没开过
一次。哪怕老人们冻得瑟瑟发抖，
也不见温暖。

可当时“温暖”送进养老院，
郯城县是豪爽过的：2010 年安排
专项资金45万元置了270台空调，
次年又投入近 30 万元集中采购了
160 台空调，实现了全县敬老院

“空调取暖”全覆盖。
然而这个温暖，因为电费、用

电负荷量等原因，并没真正暖到老
人们的身上。随着领导最初热情的
减退，老人们心里的一丝温暖也随
着遥控器的收走而瓦凉了。

五保老人、敬老院、养老机
构，这些关键词，一旦与政绩关联
起来，其乐融融的数字与报表背
后，常常掩盖的就是类似的冰冷现
实。很不堪的是，这一次，是以郯
城养老院里的老人体温来呈现的。
它冻在老人们的身上，却凉在了旁
观者的心里。

郯城养老院里冻得瑟瑟发抖的
老人，相关部门与领导应该是心里
有底的。温度是个最直接的感受和
体验，领导的心里如果真有这些老
人的存在，有一丝丝“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的善念存在，自己办公室
里打开空调的那一刻，是会想起这
些老人，想起总共花了 75 万元的
空调的。关键是，“买得起”是一
锤子的事情，是一咬牙就能见政绩
的事情，而“用得起”是需要掏真
心真肺的事情，也是在政绩报表上
体现不出来的事情，所以，“全覆
盖”就够了，砸响过就行了，管它
给用不给用。

空调是老人们在养老院生活中
的道具。养老院里的老人是领导实
现政绩的道具。郯城养老院里的空
调是摆设，领导送来的温暖，也是
一种摆设。一眼看得见就行，对上
对外说起来好听就行。

既然养不起一屋一空调，供不
起人手一遥控，可以少买几台，可
以在酷暑或者严寒的日子，集中几
个场所，尽量给老人们提供享受空
调的机会，甚至可以通过集中供暖
等途径，解决三九天的老人取暖问
题。在给老人送出的温暖上也这么
玩虚的，又让人怎么相信你在真心
真意地做党和政府的工作。

郯城养老院里的空调，也是测
量政府职能部门对待民心、责任心
的温度计，相关部门领导的心有多
冷，老人们的身心就有多寒。

主动祛除“节后综合征”

景区“拥堵红线”不能成摆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