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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手机疏远亲情

□李小将

“在我爸爸妈妈心里，手机比我重
要。”“我平时住校，周末回家，我妈一
边跟我说话，一边玩手机，眼睛都没离
开过屏幕。有时候我都问几句了，她才
听到。”近日，记者在乘坐公交车时，
几名穿着校服的学生发牢骚说。（详见
昨日本报09版）

不得不承认，孩子的抱怨是有道
理的。眼下，有些家长花在手机上的时
间要比孩子身上的时间长。

其实，孩子并不是要求做家长的把
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他们身上，一是
他们白天大多时候都在学校，晚上回家
还得做作业。二是他们也懂得大人还得
好好工作，养家糊口。他们只是希望家
长在下班回家后，尽可能多陪陪他们，
而不是一心二用。

提醒各位家长，平时忙于工作，没
时间陪孩子，下班回到家，就应该放下
手机，多陪陪孩子，莫让孩子再抱怨，
莫让手机疏远了亲情。

“不该建的学校”揭开多重伤疤

□犁一平

27岁的郑磊参加国考，报考了甘肃煤
监局地质工程岗位，笔试和面试均第一，
医院体检显示他心率偏高，惨遭淘汰。之
后他辗转数家医院检测心率，结果都正
常，于是他提出质疑。煤监局称，“一直
都是这个医院体检的，对体检结论无疑
义”。（澎湃新闻网）

郑磊“死磕”体检，不无道理。为了
参加这次国考，准备了一年，结果却因他
认为“不公正”的体检被淘汰，是不能说
服其本人的，也使公众提出诸多质疑的原
因。笔者认为，相关方面至少要直面三
问，并给公众一个解释，才能使这件事平
息下来，才能恢复国考公信力。

首先，郑磊提出申诉以后，为何不
对其重新体检，而是以一纸“答复”了
事。显然，能够说服郑磊的最直接理
由，是对其重新进行一次心率测试，让
其心服口服。

其次，国考体检是一项涉及每个考
生切身利益的环节，对于这样的环节，
不应该指定体检医疗机构，而应该对达

到国考体检标准的医疗机构进行随机抽
签决定，才能保证体检公平公正。反
之，则因为体检医疗机构事先早有人知
道，不排除存在有人打招呼，在体检过
程中做手脚，把不合格的体检“合格”，
把合格的体检为“为合格”，直接导致体
检结论不公正，并以此刷人。那么郑磊
是否遭遇这种情况呢？需要重新进行一
次随机抽检来检验。

最后，以“合理”的理由把郑磊刷
下去以后，随之顶上来的是谁，当给公
众一个解释。不可否认，当郑磊被刷下
去以后，随后就可以顶上来一人。那么
这个考生的社会关系是什么，有没有

“官二代”“富二代”背景。如果没有，
那么说明郑磊被体检刷掉不是存心的。
反之，则不能不怀疑郑磊被刷下来是有
预谋的。

尽 管 这 些 问 题 只 是 一 种 推 测 和 分
析，目前并无直接证据证明它们的存
在，但是，对这些问题，相关方面如果
不能直面，又不给公众一个更有说服力
的解释，那么即使甘肃省煤监局的“答
复”再有理，也不足以平息舆论质疑，
更无法避免公信力受损害。

□舒圣祥

17日央视曝光常州外国语学校新址污染
事件，18日凌晨，常州市政府新闻办回应
称，常州市委、市政府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成立联合调查工作组，表示对环境污染“零
容忍”，本着对师生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
迅速认真调查核实并依法处置，对存在的问
题绝不姑息，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开。
（详见昨日本报22版）

如果没有央视等媒体的报道，所谓“常
隆地块事件”大概已经成为过去式。学生受
到的伤害，势必将与学校建在“毒地”上划
清界限，所有师生将不得不在惶恐之中，继
续待在“毒地”上。当地宣布成立联合调查
组，表态对环境污染“零容忍”，姗姗来迟
的整治措施不由让人质疑早干吗去了？非得
等媒体报道了才成立调查组调查？可以说，

这所“不该建的学校”，选址、建校、环保
监测等多链条全线失守。

“不该建的学校”揭开的是多重流脓
的伤疤。其中第一道就是：我们到底有多
重视教育？学校搬迁与新校选址，重点考
虑的到底是什么？将学校搬迁到化工区，
将学校建在“毒地”上，是基于教育发展
的需要，还是基于土地财政的需要？

近些年，很多原本建在市中心的学
校，纷纷搬往郊区，说是为了学校更好地
发展，其实是要置换市中心的学校土地，
同时也带动迁往地的房地产开发，下的与
其说是教育棋，不如说是地产棋。这次，
常州外国语学校从市中心搬到化工区，与

“毒地”的房地产开发规划，很难说没有
关系。虽然口头上几乎所有官员都强调自
己重视教育，但是在现实中，教育真的是
目的本身，还是实现别的目的的手段？

“不该建的学校”背后的第二道伤

疤，是环境污染的疯狂与可怕。常州外国
语学校所处“毒地”，土壤与地下水污染
严重，超标动辄 10 万倍，涉事化工企业
在运转过程中不仅直排毒废水，更涉嫌将
克百威、灭多威、异丙威、氰基萘酚等剧
毒类产品偷埋于地下。对此，当地环保部
门知情吗？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还要继
续走多久？

“不该建的学校”背后的第三道伤
疤，是环评走过场、未评先建的顽疾。学
校能够建在“毒地”上，某种程度上全拜
跛足的环评所赐，如果环评足够负责，学
校就不至于建在“毒地”上。对学生出现
的健康损害，环评部门理当承担责任。

“学校是最安全的地方”，这应该成
为常识和底线，不仅在防震的层面如此，
在所有指标层面都应如此。期待调查组兑
现“决不姑息一查到底”的承诺，让那些
总打学校坏主意的人受到应有的惩戒。

转变政绩观
环保更有力

□付昊苏

作为全国第一个被环保部公开约谈、
挂牌督办的城市，河南安阳经过一年多治
理，呈现出一些可喜变化。蓝天多了，空
气清了，企业转型升级初现亮点。当地一
些干部表示，挂牌督办像一声惊雷，震碎
了粗放式发展的旧梦，纠正了先前扭曲的
政绩观。（新华社）

不只是安阳，全国很多地方都存在类
似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观念。一些地
方环保口号喊得响，举措却悬空不落地；
一些干部说起环保天花乱坠，做起事来却
步步后退。久而久之，资源约束趋紧，环
境污染加重，群众怨声载道。

“环境保护工作周期长、见效慢，出
力难讨好，不如干点看得见摸得着的成
绩。”这是一些干部的心里话。在这种错位
政绩观支配下，一些干部把人民群众的长
远利益与可持续发展抛在了脑后，难免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来维持经济的暂时性增长。

作为领导干部，追求政绩是必要的，
但政绩应该是执政为民、造福群众的成
绩，要以利国利民为依据，以强国惠民为
准绳。如果不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忽视为
人民群众谋长远之利、恒久之利，就难以
得民心。

目前，仍有人认为环保和发展是对立
的，把环保当成包袱。其实，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并非不可兼得，完全可以相辅相
成、互惠互利。中央领导同志指出，保护
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落实好这些要求，关键在人和
思路。

如何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考验
着领导干部的智慧和能力。当下，要清醒
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
性和艰巨性，以对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高
度负责的态度，狠抓环保，绝不能以牺牲
环境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自觉推动绿
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当前，人民群众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
高，环保部门的责任也越来越重。建立健
全监测、预警、督办、评价、考核相配套
的环保工作机制，狠下决心，甩开膀子，
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加大监管力
度，为人民群众创造越来越好的生产生活
环境。

近日，中山市兴中体育场更换了一些新的
健身器械，常来健身的市民跃跃欲试。可是由
于云梯太高，他们年龄又大蹦不起来，身高也
不够，怎么也抓不到云梯的横杆。无奈之下，
他们叠起半米高的垫子才玩上。（《中山日
报》）

点评：这是给姚明设计的吗？

坐落于秦皇岛的最孤独图书馆在2015年
刷爆网络，引来众多周边城市游人前来体验。
如今，这座最孤独的图书馆已经基本偏离了图
书馆的本质，成了自拍胜地，图书馆内的书
籍，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会去查看翻阅。（人民
网）

点评：图书馆华而不实，“阅读的小
船”说翻就翻。

国考第一被体检淘汰要直面三问

有钱难取有钱难取
家住四川眉山市的

骆女士把银行卡弄丢了，
这张卡是以母亲的名义
开户的。补办时，银行告
知骆女士，需要开户本人
来办才行。这把骆女士
急坏了：母亲全身瘫痪，
没有语言能力，跟父亲住
在山西，怎么可能回来？
半年多了，存在银行卡里
的一万多元，想了各种办
法，就是取不出来。我们
固然要靠制度维系正常
的秩序，但正常的秩序，
首先是建立在和谐的人
际关系之上，即使是“铁”
的制度，也应该有人性之
光闪烁。 赵顺清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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