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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不好意思”说给谁听？
凯 风

实画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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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郑州陈寨花卉市场B区一联排

门面房着火。郑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长

黄保卫对此次事故十分关心，现场不断向

有关责任人询问情况。金水区庙李镇党

委书记现场汇报时，开口说：“不好意思，

又出事了。”(1月10日《大河报》)

“又出事了”，涉及的事情是花市失火，

直接的诱因疑为商户做饭用煤气罐不慎

引燃，背后隐藏的是没有审批程序的违章

建筑、违反消防法的经营仓储宿舍“三合

一”门面房设置，形同虚设的消防设备，因

而，监管不力的官员难脱责任。然而，“不

好意思”更像是镇党委书记对副市长的歉

意，而非对由于消防设备缺失而导致重大

损失的商户的歉意，更非对自己监管不力

的自责。

即使“不好意思”这句话是在面向公众

的新闻发布会或事故总结会上发出，也无

法表达官员对于事故责任的深切认知以

及对于使普通民众生活在危险之中的失

职道歉。因为，“不好意思”本身就含有某

种程度的“漫不经心”，这一词语的存在本

身就消解了它含有的道歉力度。

在正式的场合，唯有“对不起”，才能显示

官员对于自身责任的深切感知，而要使“不好

意思”不成为官员的口头禅，就需要严厉的问

责措施。只有强有力的问责措施，才能使官

员主动道歉，并将歉意化为行政作为。

春运了，也要关注“回不起家”的人
宣华华

又 是

一 年 春 运

时。随着1月9日全国铁路客票开始发售，

各地火车站和代购点的拥挤人潮，再次把

春运和“买票难”提上议程。然而，一对来

自重庆的普通农民工夫妇的经历却告诉我

们：那些“回不起家”的人同样值得关注。

据《东方早报》1月10日报道，重庆人

熊良山1989年来沪工作，至今22年，起初

每年春节乘轮船回家过年。1998年轮船停

开后，一直到2010年，12年的时间内，熊良

山夫妇仅在2002年想孩子想到寝食难安

时回家一趟，以至于2008年儿子来沪看望

父母时，熊良山夫妇竟然认错了人。

每年春节我们身边总有那么一批人，

不是没有家，不是不想回家，而是“回不起

家”。熊良山夫妇就是一个样本。12 年

春节只回过一次老家，除了“买票难”的现

实外，或许更主要的还是经济窘困。用他

们的经济账去算：“回一趟老家夫妇俩路

上火车加汽车路费要 1000 多元，还不如

省下来给孩子。”

不难想象，在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大

军中，像熊良山夫妇这样算过“经济账”后

舍不得回家的人，一定还有千千万万。那

么，相比这些“回不起家”的人，遭遇“买票

难”竟也是一种幸福，哪怕买不到车票也

算是努力尝试过了。而那些真正“回不起

家”的人，却连去面对“买票难”的底气都

没有，只能把思乡之情掩埋得更深。

某种程度上，“回不起家”的人，更像是

一群“沉默的羔羊”。在热闹非凡的春运返

乡潮中，他们甚至连埋怨“买票难”的资格都

没有，只能分散于大都市的犄角旮旯里。听

不见他们的声音，看不见他们的面貌——以

至于，我们往往忽略了他们的感受，未能对

“回不起家”的人报以更多关注和关怀。

更可悲的是，即便我们开始正视“回

不起家”的问题，真正解决起来也远比“买

票难”更困难，也更缺乏现实经济基础。

毕竟，“回不起家”本质上仍是经济贫困的

问题，绝非推出某项政策就能纾缓，还须

从根本上扫除经济贫困，才能逐渐减少

“回不起家”的人口基数。这仍将是一个

漫长的发展过程。

尽管如此，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

们还是有理由更关注“回不起家”的人，最

大程度上给他们以安慰和帮助。哪怕多

一点舆论关注也好，哪怕多一些政府慰问

也好，哪怕多几个慈善家介入也好，都有

可能为“回不起家”的人带来惊喜与感动，

进而为他们的新年点亮希望的灯火。

新年寄语

近日，“子女常回家看看”将被立法引

起舆论热议。据有关消息，新修订的《老年

人权益保护法》拟规定“赡养人要经常看望

或者问候空巢老人”。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1.67亿老人，有一

半因子女学习、工作、结婚等离家外出而独

守“空巢”，乏人照顾，独自面对疾病、衰老，

有的甚至去世多日也无人知晓。如何解决

老人失落、孤独、焦虑的“空巢”生活，是一

个越来越明显的社会问题。政府应该创造

条件，让老年人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得到更

多的护理和关照。但是，作为一个家庭，它

或许首先是一个子女为老人“活而养”的问

题，是一个道德范畴、伦理范畴的问题。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其中“孝”文化是

整个社会传统文明的基石。心中装有父母，

常回家看看，应该是做子女的最起码的道德

准则。如果一个社会连子女回家看望父母都

需要去立法，用打官司去维系家庭关系、亲情

关系，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规范在哪儿？

我们赞成法制社会，用法律规范社会

行动。同时，我们也赞成道德社会，用道德

规范人们的行为。法律和道德应该是互补

的，但法律要不要过度地介入诸如意识形

态、传统伦理等领域，尤其是能不能替代道

德规范？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比

如，有没有常回家，多长时间为“常”，多长

时间为“不常”，法律是不可能解决所有问

题的。道德的问题应由道德范畴来解决，

企图将道德问题法律化，最终可能会成为

一出黑色幽默，法律不被遵守，道德也无能

为力。（作者系省收入分配研究会常务副会

长，省人事厅原副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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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有名的“救时宰相”，被毛泽东称之

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的姚崇，在担任紫微

令时写了《执秤诫》、《弹琴诫》、《执镜诫》、《辞

金诫》、《冰壶诫》五篇著名短文，时称《五诫》。

“五诫”集中体现了姚崇的为政思想和倡廉主

张，表露了他所追求的道德品格和思想境

界。在当时，他以此自律并告诫下属官员；在

今天，“五诫”对于我们的反腐斗争和干部队

伍建设依然有着深刻的警示借鉴意义。

日前发表的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

皮书，再次强调党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

先”的用人标准，提出要注重继承和发扬中

华优秀传统中的廉政文化精华。那么，什

么才是广大从政官员们所需要的德呢？

姚崇在“五诫”之一的《冰壶诫》中指出，

“内怀冰清，外涵玉润，此君子冰壶之德也。”

要求那些当官称臣者要有洞澈无瑕、澄空

见底的心胸，坚守忠贞廉洁的道德操守。

绝不能“以害剥为务”，“以财贿为亲”。接着

他又用“象之有齿，以焚其身；鱼之贪饵，必

曝其鳞”的事物自身规律，深刻揭示了贪腐

害剥的危害，提出宁要清贫、不要浊富的人

生观，告诫那些禄厚官尊的在位者，要“耸廉

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而且要把这种高尚

的道德情操，传给子子孙孙。

应当说，我们广大的共产党员和干部

队伍，无人不知“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无人

不讲要做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

人；甚至也无人不懂“八荣八耻”的道理。

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某些隐蔽

的官场潜规则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一旦

“就列称臣”，就会把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规

范抛到九霄云外，大干其害剥贪腐的勾

当。前几天被枪决的“中国纪委书记第一

贪”曾锦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身为

郴州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与原市委书记

李大伦两人“割据郴州，以权聚财”，经营数

十年，受贿三千万；在他们为人为官的词典

里，何尝还有国家、人民和“贞廉”二字？只

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还是逃脱不

了党和人民的惩罚；不仅“焚其身”、“曝其

鳞”，自己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而且遗

羞子孙，恶臭万年。

奉劝已经在位和将要就列的为官者

们，认真读一读姚崇的《冰壶诫》吧；常怀冰

壶之德，常耸廉勤之节，做一个国家和人民

需要的好官、好人。

（作者为省某文化报原总编辑）

高铁“让子弹飞”，短短几年，我国高

速铁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不知不觉中铁路交通已跨入了高铁时

代。国人骄傲、世人惊叹。日前在世界

高铁大会上，我国领导人表示：中国政府

将把高速铁路作为优先发展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实现高速铁路新的更大发展。

资料显示，2011年末我国高铁总里程将

突破1.3万公里，2015年将达到5万公里

以上。此外，我国已在非洲、南美、中东、

东南亚、美国不断获得高铁项目。

高铁时代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我

国高端装备制造能力升级转型的巨大

潜力。面对国内、国际的庞大市场，随

着一些核心部件的逐个突破，国产化、

以及核心部件高损耗的特点，一批生

产企业必将与高铁行业一起快速成

长、壮大。

俗话说，秤不离砣，砣不离秤。股市

容量越来越大，齐涨共跌渐行渐远，结构

性投资机会正成常态。投资股市如同在

大海中航行，没有定位的罗盘就会迷失

方向。股市的罗盘是什么？政策导向，

产业经济导向，行业发展前景，就是投资

方向的罗盘。在七大战略新兴行业中，

高铁行业正崭露头角，成为最给力的先

锋。伟大的行业产生伟大的企业，而一

个优秀上市公司的股票将会在资本市场

产生“tenbag”（股价涨 10 倍）的升值效

应，这早已被美国资本市场反复验证。

有人说：投资股票最大的难点是不确定

性，最大的机会是发现伟大行业中优秀

公司高成长的确定性。谁能看清、找准、

抓住确定性的机会，谁就能斩获巨额收

益的回报。

时代新材从 2008 年 9 月 19 日的

6.36 元到 2010 年 1 月 7 日一路涨到了

68.98 元 ，成 就 了 中 国 版 高 铁 行 业 的

“tenbage”，有 人 说 ：它 拉 开 了 高 铁

“tenbage”的序幕。姑且不论是否还会

有新的“tenbage”诞生，退一步讲，“让

子弹飞”的高铁行业能否让我们眼睛

一亮，在迷惑、困惑之中找到投资定盘

的一个方向呢？

（作者为本报证券专栏作者）

高铁时代
与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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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Ppindu 为官者要有冰壶之德
——姚崇“五诫”启示录之一

唐 人

道德范畴也需立法吗？
张 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