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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雨

见义勇为本是社会

提倡的美德，然而最近在

河南郑州却发生了想要

见义勇为却遭到管理方

阻拦的稀奇事。一名市

民在郑州郑东新区如意湖溺水，当地一个

公益团体郑州市水上义务搜救队东区队长

牛振西带人赶到现场施救，却遭到了巡防

队员的阻止，他们要求牛振西必须出示“打

捞许可证”，否则不能下水。最终，溺水市

民抢救无效死亡。（本报昨日11版）

有些悲剧，总以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

方式在我们的面前上演。面对一条不慎

落水，亟须抢救的生命，公益搜救队完全

可以让这次落水成为一场虚惊，让她的生

命得以延续，然而，所谓的巡防队员，却以

搜救队没有“打捞许可证”为由，硬生生把

这根救命稻草从落水者的手中抢走，最终

导致其溺水身亡。

抢救落水者竟然要“打捞许可证”，别

说是搜救队根本就没有证件了，就是他们

身上揣着证件，在掏证件、验证件的过程

中，落水者也早葬身水底了。以往发生的

抢救溺水者事件中，见义勇为者往往衣服

鞋子都来不及脱，不就是为了和时间抢生

命，和生命的脆弱赛跑吗？没有规矩不成

方圆，也许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

“许可”，需要一纸“许可证”，但是在一条

即将逝去的生命面前，却实实在在容不得

“许可”，一纸“许可证”也承载不起一条生

命的沉重。

面对前来救援的民间义务搜救队，巡

防队员声称：“你们经过谁允许在这救

人？经过谁批准了？”原来救人还是需要

允许和批准的，如果再打一通电话，请示

几个领导，盖几个公章才能获得批准，别

说是一条生命落水了，就是十条生命落

水，也绝无抢救成功的可能。也许事件背

后的原因还需要经过进一步的调查，但是

僵化呆板的管理体制、对生命缺乏基本的

尊重，无疑是导致这起人伦悲剧的重要原

因之一。

面对网友的愤怒声讨，巡防队所属的

郑东新区出面做了回应，声称当时区巡防

队是本着对搜救队员生命安全负责，才不

允许他们下水协助打捞的。这种说法，也

很难站得住脚，难道对搜救队员生命负

责，就不用对落水者的生命负责了？即使

我们承认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在湖边

水库这些经常有市民游泳的地方，经过政

府“许可”，拥有“许可证”的官方打捞搜救

人员又在哪里？既然不允许民间义务搜

救队进行打捞搜救工作，那么官方就应该

有自己认可的，信得过的打捞搜救队才

行，自己不做，还不允许别人去做，权力的

蛮横霸道，由此可见一斑。

一方面管理体制僵化死板，另一方

面自己应该做好的工作没有做好，正是

这两方面的原因，才导致这起悲剧的最

终发生。

苑广阔

抢救生命用不着谁来“许可”

非常道
feichangdaoF

“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我们选了

这种特别的晨练方式而已。再说，捡垃圾

也是我工作职责的一部分。”

——商丘市城管局副局长轩敬杰携

妻子以捡垃圾方式晨练，面对众网友的力

挺，轩敬杰说：“作为城管人员，看到垃圾

放在不该放的地方，应该有所作为。”

干事情不要总想着“官帽子”，否则什

么也干不成，什么也不敢干。要正确处理

好“当官”与“干事”的关系，“当官”是为了

给人民群众做事，做事不是为了“当官”。

——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日前在海

南省委五届十次全会上说。

“不要老追在别人屁股后面走，要超

过他的头。超过他的头的时候，你回头礼

貌地说一声：Sorry！”

——姜文的两本新书《太阳》、《子弹》

即将出版，据透露，书中有不少如上的“金

句”，网友表示“无限期待”。

被拒收的“美德”
需全社会来“捡起”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

警察叔叔手里面……”这是一首我们耳熟

能详，教育孩子从小拾金不昧的歌曲。但

是，当中学生小杨将捡到的五元钱交给警

察叔叔时，警察称“无法处理”又还给了

她。（8月8日《三秦都市报》）

孩子乘兴而来，结果败兴而归。可这

又有啥法子呢？对孩子此番遭遇尴尬，要

怪，也只能怪其所捡钱款的数额：为什么不

是五百、五千、五万……而偏偏是渴了仅够

买瓶可乐，饿了不够吃顿早餐的——区区

五元钱？ 设想，如果孩子捡到的是五百

万，情况又如何呢？定会将先前的疑惑与

茫然一扫光。进而，还会这般集思广益后，

表示“无法处理”吗？当然不可能。打收

据、做登记、发告示、寻失主，纵是千头万

绪，其中程序断然一个也不会少。

这里，其实反映出我们众多职能部门

在日常服务上的一个共性问题：喜“大”厌

“小”，太拘“小节”，执法太过“选择性”。岂

不知在日常生活中，“轰轰烈烈”终属个别，

“平平淡淡”才是常态。而无数个“小感动”

“小善举”汇聚起来，就是我们丰富多彩的

大千世界。

对孩子捡到五元钱而言，数额虽小，可

其中蕴含的是一种美德，一份高尚，带给我

们的是一种希望，一份寄托。当此“美好品

德”被孩子从路边捡起，警察拒收实不可

取，呵护才最重要。而如何去“接手”，怎样

来“传承”，显然不是几个警察所能完成，而

是需要全社会付出更多努力。 张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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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广州市城管委拟立法规定男女

厕位比例不低于 1：1.5，并提出公厕内冲

水设施采用感应式装置，以解决公厕节水

问题，并规划在未来 3 年新建活动公厕

1000座。（8月8日《 广州日报》）

男女平等，表现在厕位上也要数量相

同，但男女的生理结构却是不一样的，如

果强求厕位相同，却恰恰是对人性的不尊

重。我们经常能够见到，一边是男厕空荡

荡，而另一边女厕门前却是排长队，因为

女性上厕所的时间远超过男性。可令人

不明白的是，明知道厕位相同是不平等

的，却久久得不到根治，现在广州终于开

始改变了，这是喜人的，不过，广州变了，

其他地方呢？

改变男女厕位比例很难吗？其实并

不难，可因为历史的原因，以前的人这么

做了，我们也跟着做，如果我们多从人性

化的角度考虑，也许早就改变这种司空见

惯的非人性化举措。

公共厕所标志着一座城市的文明程

度，可城市的公共厕所却令人纠结。要么

是数量过少，要么是很难找到，要么是极

不干净，要么是过于豪华。在我看来，种

种弊病都是违背人性化的表现。一座城

市的温暖，体现在细节上。而城市建设，

最需要的是从“人”的角度去看，其基本原

则是方便“人”，唯有如此，城市建设才焕

发应有的温情，才是“幸福城市”。

立法规定男女厕位比例不低于 1：

1.5，值得期待，相信我们的城市越来越

人性化，越来越宜居，如此我们才会是

“幸福人”。 滨兵

笔者经常去基层讲学或调研，也常听

到基层的许多党员对党内民主的状况、从

严治党的困境以及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作

风问题及特权问题等，直言不讳地表达自

己的批评性意见。其实，本文标题中指明

的所谓“党内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主要

指的是放到“桌面”上的批评声音越来越

少，即在正式的党的组织生活中，党内批评

的声音越来越少。

现在出现党内批评声音越来越少的现

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以下三个原因特别值

得重视。

第一，一些机关的领导干部对党内批

评的认识陷入了误区。他们错误地认为，

党内批评多了，不利于党的稳定和团结，不

利于党的形象和大局，不利于党内统一思

想、统一意志，甚至会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

提供攻击党的口实，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因此他们就有意无意地限制、控制党内批

评。例如，对党员在党报党刊上公开点名

批评领导干部设置非常严格甚至苛刻的规

定，从而使得这类批评少而又少。

第二，某些党的领导干部囿于自身利

益而本能地排斥党内批评。无需讳言，有

相当一些领导者是害怕党内批评的。这不

仅仅是因为“面子”问题，即批评使得领导

者盲目的优越感受损，使得个人感到某种

难堪，更是因为担心由于批评可能导致个

人利益受损。例如，担心批评会揭露矛盾，

影响自己的政绩，从而影响到上级对自己

的评价；担心批评会影响自身形象，降低自

己的威信；担心批评会激起民怨，甚至引发

连锁反应，从而会冲击自己的权力、地位及

种种既得利益。因此，一些领导者总是想

方设法打压党内批评，党内因此形成了若

干有形无形的批评禁区。

第三，党员开展党内批评的权利还难

以得到真实有效的保障。胡锦涛同志在

“七一”讲话中强调要“保障党员主体地位

和民主权利”，而党员在党内批评自由正

是党员主体地位及民主权利的一个基本

体现。但从现实来看，由于官本位、等级

制、家长制、特权现象这类封建主义残余

在党内生活中还有明显的影响并经常地

表现出来，由于保障党员权利的制度机制

还很不完善，因此党员开展党内批评往往

很难。

此外，由于“报喜不报忧”的不良风气

在党内有着长期的消极影响，由于在党内

生活中还缺乏讲真话的氛围，特别是在不

少党内生活中一直突出地存在着“讲真话

的遭殃，讲假话的吃糖”的不正常现象，这

是一个现实的教员，它自然地、必然地引

导着相当一部分党员的价值取向，从而反

作用于党内生活。在这种氛围下，自然很

难有像样的党内批评。这也应当引起高度

重视。 刘益飞/《学习时报》

为什么党内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

男女厕位1：1.5
显现城市的温情

reyiR热议

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做了 15 年老师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近日，一

名教师在网上发帖称，现在成绩好的

孩子越来越偏向富裕家庭，在网上引

起热议。截至昨日，原帖点击率已经

达到 40 多万次，3000 多个回帖，还有

不少网站转载。（8月8日《长江商

报》）

一名教师的个人感受和相关学者

的调查相互印证，引发的问题让人深

思：在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偏向城市、

偏向富裕家庭时，农村孩子的出路在

哪里？饱受诟病的教育不公，究竟是缩小

了还是拉大了？

大学教育面前，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

孩子权利都是一样的。一直以来我们对

“寒门出贵子”备受推崇，可是生活中，农村

孩子难上大学，尤其是难上好大学，这是不

争的事实。大学是接受教育的场所，大门是

向每个人敞开的，农村教育先天条件不足，

农村孩子要想考上好大学，需要付出的代价

更大。不能接受大学教育，这对个人来说是

个损失，对国家来说，损失更大，也许短时间

内看不出来，时间长了，肯定会对社会价值

观、就业观等产生影响。

美堂 文/图

“寒门再难出贵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