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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断头”政策需防权力任性

男子玩手机患病
为健康敲响警钟

□刘雪松

兰州颁布的“单双号限行半年”新政，
4天过后就被职能部门“优化”为限行9天
了；咸阳创卫期间规定“捡一个烟头奖励5
分、灭一只老鼠奖励1元”，引起排队交烟
头，不得不在 21 天后狼狈收场了；武汉
“奖励举报车窗抛物”政策实施3年后，因为
“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支持”被叫停……今
年的全国两会上，这些“断头”政策，遭到
了不少代表委员的诟病与痛斥。有代表委员
用形象的比喻反问：关在屋里造车，怎么能
跑得起来？（新华网）

这是典型的闭门造车，是充满着长官意
志的拍脑袋定政策。在这种朝令夕改的乱象
中，人们感受到的不是法治精神的严肃性，

而是不接地气的权力法治精气神的伤害。用
不敬畏法治的态度决策，却要让社会民众敬
畏这些政策，这种权力的任性，损害的是权
力本身应有的公信。

很多时候，我们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往往直接想到的就是遏制权力在金
钱利益方面的腐败。其实不然。权力的腐
败未必是通过权钱交易，还有一种重要的
表现形式就是拍脑袋决策。一项政策朝令
夕改，从技术层面来看，反映的是权力意
志与法律意志的严重脱节，是想一出是一
出的乱作为；从作风层面看，则是权力意
志与民众意志的严重脱节，是领导干部和
职能部门作风不实、不接地气，是轻视民
意的权力傲慢。

“断头”政策频频出现，正是因为权
力闭门造车所付出的法治代价和成本太

小。一些地方推出政策闭门造车，错了就
错了，推倒了重来。表面上看，这是权力
在法治程序与民意面前“知错即改”的一
种折腰恭谦姿态，实际上是权力有着不需
要为之付出代价的任性空间。一些地方政
府和职能部门，连找个台阶下的象征性姿
态都懒得做，连解释的理由都懒得想，这
种把政府机关权力公信不当回事的任性，
反映了限制权力的制度设计，在一些官员
和部门中并没发挥应有作用，表明制度的
笼子没有编织到位。

要让政策更符合法律程序与民众意志，
一方面需要做好科学决策的程序设计，另一
方面，需要对权力任性造成“断头”政策的
现象，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只有让权力真正
敬畏法律程序，权力才能真正敬畏民众的意
志。

（请本版作者速与本报联系，以奉
稿酬）

□刘 鹏

16岁的小李（化名）是典型的低
头族，经常上网玩游戏，常常 24 小
时泡在网吧，回到家接着玩手机。两
年前，小李开始出现右手前臂肌肉萎
缩的症状。经检查，近日医生确诊他
患上了罕见的平山病，又称青年上肢
远端肌萎缩。而病因就和小李长期低
头玩手机、电脑有直接关系。（《华西
都市报》）

小李的境遇是一个极端个案，但网
瘾族、低头族们上网或玩手机结果玩出
问题的现象，却不是个案。比如有人长
期玩手机，结果得了手指腱鞘炎；比如
有人因为玩手机，结果孩子让车撞了，
或者不小心坠楼了；再比如，前不久，
温州一女子因低头玩手机，一不留神一
脚踩空，不慎掉入河中再也没能爬上岸
来……

无节制上网，或者长期低头玩手
机，还会伤害亲人以及他人的感情与安
全。比如有人驾车时低头看手机，结果
导致车祸，造成自身以及他人受伤甚至
死亡；比如一些年轻人玩手机，引发父
母长辈纷纷吐槽：“世界上最遥远的距
离，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在玩手
机。”

电脑、手机的普及，极大方便了我
们的生活，于是很多人依赖手机、甚至
患上网瘾。夫妻同床共枕，睡前却还要
用微信互道晚安；年轻人打游戏打得天
昏地暗，忽略了学业等。

小李的遭遇明显是一记警钟，其
敲给小李自己，但显然也敲给我们每
一个人。特别是在当下人手一个手
机，打电话、发短信、聊天、看新
闻、看电影等，都可以在手机上进行
的情况下，我们或许需要为流量费的
下降而欢呼，但同时又必须要警惕，
必须明确：手机只是工具，网络也只
是方便我们联系和获得资讯等的手
段，莫让手机和网络“绑架”了幸福
生活，莫做网瘾族、低头族，因为沉
迷于网络虚拟世界而忽略了现实生
活，更莫因为上网和玩手机而失去了
健康甚至丢了性命！

草根慈善 微爱铸大义

上海徐汇区嘉善路有一幢十分奇特的
大楼，这幢大楼四周立面上满是大大小小
的“弹孔”，被周围上班的白领戏称为“洞
洞大楼”。（中新网）

点评：这是什么创意？

老教授当众检讨
也是一堂师德课

□李小将

“教授向学生自我检讨，从来没有遇
见过！”山东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专业2015级研究生胡燕说。其实并不
会有人怪罪，然而他却郑重其事地向同学
们道歉，使得同学们震惊，不可避免地有
些感动，更有种对老教授的崇敬之情。
(详见昨日本报14版)

此事之所以引发热议，是因为检讨
的是老师而不是学生。按照惯例，学生
向老师检讨天经地义，而老师向学生自
我检讨很少见，更何况是一位 74 岁高龄
的教授。

老教授因为看错课表没能按时上课
而向学生自我检讨，体现了老教授勇于
担责的品质，彰显了老教授严于律己的
人格风范。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过错发生
后，是否主动认错、自我批评、勇于担
责才是重中之重。老教授用他的实际行
动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师德课，树立
了一个好榜样，其表率意义远大于自我
检讨。

□金 逸

扶危济困、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当下，我们常常看到，在灾难发
生或他人病痛时，总有不少大慈善家慷慨
解囊或倾力相助。但是，我们更是看到许
许多多的普通人，尽自己微薄之力帮助他
人。相比那些大慈善家，这些“草根慈
善”的小善微爱或许微不足道，但是其中
蕴含的“人心向善”力量却无比巨大，同
样温暖人心。

“三退救济金，每年捐万元行善”的刘
建伟就是这样一位“草根慈善”。61岁的刘
建伟，27 年来孑然一身，独自抚养残疾女
儿，可每月只有 2000 余元退休金。按照家
庭经济条件与实际情况，刘建伟家本是受资
助的对象。但是，他除了爱捐款帮别人，唯
一“爱好”就是当义工。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社会已经给我够多关心，这么做只

为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他的话说得简
单朴实，却道出了“草根慈善”的境界——
虽无法捐赠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帮助他
人，却可让自己始终保持一颗向善的心，并
且发热发光。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种“草根慈善”是
作秀，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因为，任何人
都可以从自己力所能及的身边小善、微爱做
起，用爱心传递正能量，并由己及人，在社
会上形成强大的人心向善磁场。若说这是

“作秀”，那谁都可以做，何必带着猜疑的眼
光去看待众多的善举？

“善行比金钱更能解除别人的痛苦。”
当下，无论是大慈善家还是普通百姓，我们
都亟须摒弃固有的认识偏见，莫以善小而不
为，认识到微爱也能铸大义，向老弱病残幼
等弱势群体伸出援手，共同呵护人心向善的
每一种表达。这或许就是“草根慈善”刘建
伟传递给社会的正能量。

3月6日，一幅巨型的室外3D画作在长
沙石燕湖停车场完工，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
观赏。该幅作品面积近500平方米，为湖南最
大的单体室外3D画作。（人民网）

点评：你敢停车吗？

□陆敬平

在校园内举办“竞拍男生”等活动庆祝
“女生节”未免太过奇葩。人毕竟不是商
品，怎能拍卖？即使是虚拟的也不行。

首先学生当反思。也许有人会说，这不
过是为了增加互动乐趣，而且竞拍的又是自
己心仪的男生，因此没必要大惊小怪。但
是，笔者不同意这一观点，当今提倡男女平
等，女性同样能顶起半边天。但是，这种

“竞拍男生”的做法不由让人联想到印度部
落拍卖少女初夜一事，虽然二者性质有着本
质不同，但形式却有相似之处。庆祝女生节
可以有许多形式，何必要采用这种格调低下
并且较为出格的做法？若想全社会关爱女
生，女生们首先当自重、自强。举办这样的
活动即使拍到了男生，自己也成不了白雪公
主和女王。

其次校方当反思。这一活动是否由谁发
起和组织我们不知道，不好乱说，但是，不
论是谁组织，校方都应该知道，何况还请了
媒体的记者，现场拍摄并撰写了图文报道，
引发媒体广泛转载。我们知道，学校是神圣
的殿堂，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活跃师生业余
文化生活无可厚非，但是，内容要以健康向
上为主题，学校开展这项活动到底出于啥目
的？是纯娱乐还是鼓励学生谈情说爱？总
之，没啥积极的意义。

再次媒体当反思。不要过分追求花边
新闻的眼球效应，当今社会可供报道的正
能量新闻有很多，而且媒体的主要职责就
是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只有如
此，媒体才能赢得更多的受众，焕发旺盛
的生命力，从而做大做强。否则，靠玩榫
头、抓花边注定难长久，更走不远。这不
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小题大做。

以“竞拍男生”庆女生节太奇葩
3月6日，华南师范大学的俄罗斯留学生乐天在“竞拍男生”活动上与

女学生互动。当日，华南师范大学在校园内举办“竞拍男生”等活动庆祝
“女生节”，女学生通过虚拟货币“竞拍男生”，与心仪的男学生互动。（3月
7日大河网）

“这4000元有政府送给我的救济金，还是那句话，留给更需要的人。”
昨日一早，长沙雨花区洞井街道丰园社区居民刘建伟将一沓百元大钞送到洞
井街道党政办，捐给志愿者公益基金。从2014年起，刘建伟连续三年退还
政府发放给他的各类救济金，不仅如此，从去年起，还以每年9600元的标
准，向社区公益基金捐款。（3月6日《长沙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