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必“过了十五再说”

“压岁钱”岂能成亲情轻重的筹码

质疑违规配车
不是“鸡蛋里挑骨头”

过年给孩子“压岁钱”原本是带有祝福的一种传

统，长辈给晚辈“压岁钱”只是讨个喜庆吉利，理当量

力而为。

可现在很多人，包括给的人和收的人，都把红包

的多少作为衡量心意、亲情轻重的重要依据，以至于

很多人都是打肿脸充胖子，硬着头皮“送红包”，将家

庭与家庭之间的“人情债”掺杂其中，这种泛着铜臭的

气息，不仅增加了家庭之间的额外负担，而且带有金

钱交易的色彩，不但对孩童的健康成长不利，更侵蚀

我们倡导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社会风气。

呼吁让“压岁钱”正本清源，已成为社会舆论的当

务之急！压岁钱年年看涨，春节变“春劫”，而且“小皇

帝”、“小公主”们一旦失去了约束，胡乱花钱，无形之

中助长了他们贪图享受、不思节俭的不良习气。

别让“压岁钱”产生了“近乡情更怯”的心理压力，

把一些经济实力不强的人“吓得”不敢回家过年了！

“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春节期间，长辈们不妨与

时俱进，改一改传统观念，尽量少给孩子压岁钱，多馈

赠孩子“压岁言”。

从民俗入手，培养节俭观

评论

时事
乱炖

大年初一，云

南红河州委宣传

部部长伍皓主动

公布了其公车车

牌号，倡导“禁止

公车私用从我做

起 ，求 大 家 监 督

我”。网民却发现

作为一名副厅级

官员，伍皓原本没

有资格享有专用

公车的待遇！ 14

日，伍皓接受媒体

采访称：这是鸡蛋

里挑骨头。

（本报今日10

版）

记者今年春

节期间在晋中街

头采访时发现，白

天装点节日喜庆

气氛的大红灯笼，

在晚间多数都没

有点亮。(2 月 14

日《国际在线》)

时评

微评论

星报时评信箱：xbxy2010@126.com02 星眼 2013年2月16日 星期六
编辑周玉冰 | 组版刘玉 | 校对刘军

蛇年钟声还

没敲响，杭州市采

荷第一小学四年

级学生许乐怡的

枕头底下，就已经

塞满了红包。这

个11岁的小姑娘，

逢年过节靠收红

包成了不大不小

的“小富婆”。她

的银行账户上，已

经 存 了 20 万 元

“压岁钱”。（2月

10日《钱江晚报》）

非常
道

“富”娃 王恒/画

红色是我国最具有感染力的色彩。尤其是在传

统节日春节中，家家户户都要贴红色的春联、红色的

福字、挂上大红灯笼等。红灯笼如此受宠，得益于一

部电影。一部《大红灯笼高高挂》将红灯笼从传统民

俗中挑选出来，放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之中。

晋中地区天气寒冷，夜间行人较少，所以大红

灯笼并不在夜间点亮。这种节俭的做法，客观上起

到了节约电力的作用。

山西人的节俭是出了名的，风行天下数百年的

晋商通过他们的身体力行向世人展现了从节俭中取

利，靠节俭守成，又通过节俭东山再起的事迹。节俭

这一品质，应该说已经融入到晋商们的血液之中，成

了一种民俗。

养成节俭的品质应从民俗角度入手，发扬民

俗也应该与节俭观念结合。很多地方，一些充满

三俗味道的民俗更为抢镜，而一些已经融入生活

习惯中的优良民俗，因为缺乏必要的表现形式，难

以被挖掘出来。对于民俗，我们应该本着去其糟

粕，取其精华的态度，多发现有益因素，比如培养

节俭观。

李冰洁

伍皓敢于公开公车号牌，值得称道，也应该支

持和鼓励。比起那些不想、不愿、不敢公开公车号牌

的官员来说，他的做法该击掌叫好，也确实有人击掌

叫好，伍皓要看到这一点，不能因为有人质疑就说这

是“鸡蛋里挑骨头”。

主动公开公车号牌就是欢迎监督，也是受公众

欢迎的做法和态度，但要看到，公众顺着“求监督”

的思路继续查找问题，就是支持“求监督”，是与“求

监督”的互动。而公众在“求监督”中发现问题，则

是对“求监督”的推进，“求监督”者应该感到高兴才

是，即使被揪出来的问题是普遍现象。

事实上，违规配专车的问题丝毫不亚于公车私

用。但既然是改革，以改革除积弊，以改革除腐败，

要尽可能彻底些，不能顾此失彼，虽然增量改革也是

进步，但不能在改革中公开推行容忍“适度腐败”，

不能大搞“有条件”的反腐败，讨价还价，不能一谈

到不愿反的腐败就暴跳如雷。

不要认为“求监督”了就只能在“求”的范围内

监督，不接受其他监督，公众也不能监督其他问题。

因为，公众并不是被动的监督者，而是主动的，公众

的监督权不是权力的施舍，权力同意监督了，公众才

有监督权，权力不同意监督的事公众就没有监督权，

不能监督，这是非常霸道的思想。

同时，不能因为是在推行一种改革，就不容公

众置疑，排斥公众的“自主”监督。不能因为公众发

现并指出改革中存在腐败问题，就认为公众阻碍改

革、反对改革，给质疑者扣帽子。不能一方面承认

“中国前三十年改革成功于基层的活力和创造”，一

方面又不允许群众质疑改革，变相排斥基层群众参

与改革。

在科学发展观指引的当下，改革不能再像以前

那样粗放了，这虽然会增加难度，但是越难的事越考

验执政智慧和能力。况且在配置公车问题上，只要

中央的政策制度没有重新修订，就必须继续坚持和

维护中央的权威，不能允许有人搞特权，更不能不允

许质疑和批评。

“‘学校进城’火了房地产苦了孩他爹。”

10 年前本意为提高农村教育水平的“撤点并

校”施行，但在相当多的农村地区，学校减少的幅度

是学龄人口减少幅度的3倍、5倍。21世纪教育研究

院院长杨东平认为，10 年来教育有发展，但是农村

教育仍有“很多令人心酸的状况”，比如农村初中学

生的高辍学率。

“当PM2.5的话题和是否禁放鞭炮的话题遭遇

时，对污染的千夫所指立即出现了分化。对于鞭炮

利弊的客观分析其实很简单，除了人心寄托的年味，

噪音、火灾、炸伤、污染，可以说一无是处，但安全、

健康从来都不是人的唯一需求，那不过是人们自我

安慰的一个小小假设，抽烟、酗酒、燃放鞭炮都嘲笑

着这一假设。”

面对为了环保呼吁禁燃鞭炮后的种种言论，上

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刘远举认为，社会

应该更加耐心一些，给习俗一些时间。

朱波

吕玫雨

许多单位春节后上班，都是报个到，点

个卯，上午来，下午走，走亲访友，把酒叙旧，

在觥筹交错的氛围中度过；即使身在办公室，

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精神萎靡不振，浑浑

噩噩；甚至有的还对前来办事的人说：“反正

这事不急，等过了十五再说。”

大年初七，各单位就上班了，既然上了

班，就得像往常一样办公。这样放了“开门

炮”，就大门紧锁，让前来办事的老百姓吃“闭

门羹”，且不说为民服务的意识到哪里去了，

至少连基本的法纪意识都没有。

究其根源，关键是一些机关工作人员特

别是主要领导至今还沉浸于春节假期的气氛

当中，以为在正月十五前上班就是走过场，

图形式，还不如放假了事。而另一些部门虽

然在正月十五前上了班，有的人上班只签签

到，打个照面，而后是走亲访友，串门聚会，

或者在单位里溜达、串科室、上网，但至少比

政府大门紧锁所造成的影响要轻得多。后

者，是拖拖拉拉、纪律松松垮垮的表现；前

者，完全是无视法纪，忘记执政为民理念的

表现。两者表现形式不同，但危害影响是一

样的。所谓“等过了十五再说”，着实冷漠了

老百姓的感情，败坏了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

队伍的形象。

当然，过年了，快乐时光，良辰美景，令

人回味无穷，流连忘返。但既然上班了，就该

调整好心态，以饱满的热情、充沛的精力投入

到工作之中，该谋划的当早谋划，该办公的当

早办公。特别是作为一方政府，更应该带头

遵纪守法，怎么能“等过了十五再说”呢？

让党员干部
春节“躲饭局”常态化

苑广阔

钱兆成

今年春节，记者回陕西省榆林市老家过

年。意外发现往年火爆的高级饭店冷冷清

清，高档白酒销售惨淡。当地狠抓“三公消

费”数月，党员干部心态变化明显，他们谈论

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躲饭局”。（2月12日

《新华网》）

“躲饭局”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是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以及有利于官场的

风清气正，同时也把官员们从各种饭局应酬

中“解救”了出来，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回归家庭，多陪陪自己的父母和家人，多

感受一些传统节日所带来的温馨。所以说，

不管官员“躲饭局”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它

的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

如何让党员干部的这种“躲饭局”成为

常态化，而不是一种应时之举，应景之作。

一方面，需要领导干部们把现在的“躲饭局”

继续坚持下去，如此一来，等到明年春节的

时候，很多筹备饭局，邀请饭局的人，就会知

难而退，不再继续邀请。

另一方面，需要各地各级政府对中央

的“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做进一步的细

化，制定具体的管理规定和处罚措施，并且

把其作为一项制度落实下来，只有这样，才

能让党员干部的“躲饭局”成为一种下意识

的“动作”，成为一种本能反应，也才能从根

本上铲除各种“非正常饭局”的存在土壤。

与此同时，社会监督也是一种不可忽

视的力量。有关部门必须重视社会监督的

力量，做到有曝光必追查，有违规必处理，只

有当制度规定与社会监督形成合力，才会让

大小官员春节“躲饭局”成为一种常态化，成

为逢年过节时的一种“下意识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