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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以身试水”不如“躬身治水”
□汪昌莲

“群众对水质标

准的认知，不是用数

据来了解的，而是通

过可饮用、可游泳来

判断，更应以领导干

部以身试水来检验。”

浙江“可游泳河段”申

报活动日前启动，在

6月26日举行的申报

活动的视频会议上，

浙江省人大副主任茅

临生表示。（6 月 29
日《新京报》）

事实上，地方政

府治理水污染，其根

本目的是为了保护水

资源，保障群众的身

体健康，而不是将所

谓的“治污成果”，急

于“秀”给领导和群众

看。如此看来，浙江

组织的“领导干部以

身试水”等系列活动，更像是一种行为艺术。从小处讲，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从大

处讲，则是粉饰地方政绩的又一种形式主义。与其兴师动众地在河水中瞎折腾，不如

伏下身子进行水污染治理。

百姓“悬赏环保局长下河游泳”的环保诉求，不需要地方政府用领导干部“以身

试水”的行为艺术来回应，而是倒逼各级政府积极履行环保责任。首先，地方政府应

加强对江河、湖泊、水库等流域的环境保护，包括合理使用农药、污水处理后排放、垃

圾分类处理等。同时，相关部门应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水质监测体系，通过立法保护

水资源。再者，各地应摒弃“唯GDP是举”的偏执政绩观，遏制权大于法的利益冲动，

让环保执法真正“像钢铁一样硬”，狠治企业非法排污行为。特别是，省级应强化问责

机制，对地方政府及环保部门的失责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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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且看且不赌
□纪 鹏

2014 年巴西世界杯进入了残酷的

淘汰赛，绿茵场外的另一“战场“——赌

场也是热火朝天。近几年来，以互联网

为平台建立的“网络赌城”不断发展起

来了。(6月29日《半岛都市报》)
我们看世界杯其实就是图个热闹，

管他谁赢谁输。说得现实一些，我们就

是娱乐一下、放松一下而已，不必当真。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球迷对

世界杯过分迷恋，更有甚者不惜血本去

网络赌球，一心一意做着发财梦，且看

且狂赌。

我就有这么一个老同学，他特爱赌

球，于是乎一顿猛砸金钱，结果四年前就

输了个血本无归。而时至今日，他还是

贼心不死，又赌上了。他是属鸡的，老友

们都说他记性不好，貌似跟属相有关，其

实纯属臆测。

近日来没白没黑地看世界杯，班也

不想上了，整天装病在家，又开始网络赌

球了。

看球图个乐，赌球输个光，这个事绝

对不是搞笑，这就是现实。期待那些赌

球的亲们能及时悬崖勒马，别让自己再

痴迷下去了，早日从赌球的噩梦中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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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可不设，师定要谢
□刘绍义

常言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更

何况整整三年朝夕相处呢？哪位学生金

榜题名的光环里，不凝结各科老师辛勤

的汗水？如果连个“谢”字都不言，这既

不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不利于

上榜学生的健康成长。所以笔者认为，

“宴”，可以不设；“师”，是一定要“谢”的。

“谢师”，不一定非要设“宴”不可。

曾几何时，“谢师宴”被人蒙上了世俗的

色彩，市侩的习气。如今的“谢师宴”还

有几个没有攀比风、没有铺张气、没有炫

耀味？哪一个“谢师宴”不是霉气十足、

馊味弥漫？这样的“谢师宴”再存在于我

们的生活中，不但滋长不正之风的蔓延，

更让“谢师”的宗旨荡然无存。

三年的摩肩接踵，三年的情感交

流，甚至三年的磕磕碰碰，在这分别的

时刻，有多少话要说，有多少旧要叙，试

问，如今哪家的“谢师宴”，还有这种话

别的环境和氛围？有多少学生想用这

三杯两盏淡酒打发这幸福的时刻，又有

多少老师愿意一个酒店一个酒店地去

应付这疲于奔命、自己不愿意去又不得

不去的苦差事？

“谢师”可以是教室里的茶话会，大

家“旧地”重游有多少往事应该记取；“谢

师”可以是老师的办公室，案头上那遗留

的作业本上再看一眼老师辛勤的汗滴；

“谢师”可以是公园的柳荫下，也可以是

街头的茶舍中，哪怕是老师的家里，送去

一句问候、一张笑脸，都会让老师永世不

忘，幸福无比。回想当年我们踏进大学

校门的时候，对老师说的“谢”字，不就是

一首歌几集电视剧吗？至今我们对老师

的那份情那份谊，依然不是还那么纯真、

那么亲切吗？

6月13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脏内科副主任医师杨庆收到一条微博私信。一

位高三女生向原(化名)向他求助，称自己一心想学临床医学，但父亲坚决反对，双方

起了冲突，为此，她曾有了轻生念头。（6月29日《成都商报》）
好分数不等于就能录到好大学。完全靠填报志愿避免“撞车”，才能录取到分数

力所能及的填报大学。这里面的“填报技巧”，已成为“专门学问”。国家有关出版部

门也专门出版填报志愿指导手册进行指导，都足见高考志愿填报的“技术含量”。这

位家长干涉女儿学医并不聪明。

社会都在提醒“高考不易，填报志愿且填且珍惜”。报考学校既不能好高骛远，

也不能违背兴趣，更不能跟风填报，都要根据自己的分数、兴趣、爱好、志向选择高校

和专业。这样，一方面可以直达心仪高校门槛，另一方面有利于找到自己事业腾飞的

平台，实现人生理想抱负少走弯路的纠结和遗憾。这位家长反对女儿学医以致其以

死相逼，就是不理性行为。

此家长列举一系列学医的“短板”，什么“医患矛盾”、“不能照顾家”、“报酬与劳动不符”

等。这些表面看像个理由，其实都不是理由。全国万千学医优秀人才事业腾飞、家庭幸福、

社会尊重、国家重视，并没有所谓的“风险多”、“报酬低”、“不能照顾家”等。古语云：七十二

行，行行出状元。关键就看你是不是“学有专攻，业有所精，创新灿烂，一鸣惊人”。全国那么

多医院、医疗机构也没见被医患包围，此家长反对女儿学医，本身就是“多此一举”。

专家调查结论，选择喜欢的大学和喜欢的专业，是学生成就事业辉煌的关键。比如，

喜欢学医的南丁格尔，如果不在医学领域，就很难出人头地；喜欢文学的名人韩寒，如果让

其在理科围城里转，说不定就转得名不见经传；喜欢数学的陈景润如果放到其他学科，也

就没有“哥德巴赫猜想”诞生等。“学生的高考志愿填报学生做主”是硬道理，也是权利，家

长横加干涉就是践踏学生权利，极有可能埋没孩子一生前途，这是家长伤不起的。

□童克震

爱心经不起
“杨六斤闹剧”的透支
□于立生

“杨六斤独自居住数年，吃

野菜捞鱼维持生计”，5月23日以

来，随着广西卫视一档公益节目

的播出，“孤儿”杨六斤的故事打

动无数国人，爱心人士捐款逾

500 万元。但记者随后深入广西

隆林县实地走访，发现其生活并

非那般艰苦。日前广西卫视卫

星频道总监李晓承认报道有误：

比如说“杨六斤独居 5 年”，是因

为记者在采访时想帮助他，想让

大家更多地同情他，故而造成失

实。（6月28日《南方都市报》）
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生

命，广西卫视却编造起“善意的

谎言”来。那么，除了对落实“两

补一免”等政策的当地官方、学

校及平常对杨六斤进行照顾的

亲友造成伤害之外，一是，使捐

助的爱心人士的利益受损——

他们中相当多人是在“善意的谎

言”的误导之下，认为杨六斤濒

于急迫困境，才慷慨解囊、施以

援手的，有的人也未必富裕；二

是，此举虽以公益之名行之，却

危及慈善事业的发展。“狼来了”

喊多，要是“狼”真来了，谁还会

相信？编造“善意的谎言”，消费

和亵渎爱心，那下次要真有人濒

于急迫困境，爱心人士还会轻易

援手吗；还是“吃一堑长一智”，

冷眼旁观？爱心，经不起这样的

透支。

显然，如果编造“善意的谎

言”，进行骗捐，透支公众爱心，

损及爱心人士权益，危及慈善事

业健康发展，却仅止于承认报道

失实和呼吁不要再捐款就算完

事，而受不到相应的责任追究的

话，那么，骗捐行为就绝不可能

得 到 遏 制 ，绝 不 可 能“ 下 不 为

例”。为今之计，亡羊补牢，还在

于国家尽快出台慈善法，对募捐

行为进行规范，促进慈善事业的

健康发展；同时，完善公益诉讼

制度，以便对骗捐行为进行有效

遏制。

“鬼城与学者无关，不论真伪；鬼城与开发商无关，不论良心；鬼城与购房者无关，
不论投资投机。鬼城与地方政府相关，不论哪里。”

——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造就了许多大面积空置的“鬼城”。网友@最后决

定认为，“鬼城”的产生，地方政府难辞其咎。

“遏制会议腐败，预算约束必须有力。”
——早有媒体披露，按照支出规模，会议费已俨然成为“三公”之后的“第四公”。

在21世纪的今天，有些人士和部门居然仍把开会当成一个重要的行政方式。对此，

《南方都市报》社论认为，透明公开、高度细化的预算，才能发挥约束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