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成人不相信陌生人
病根在哪里？

“地下排污”不治 谈何生态文明

豪宅调查遮遮掩掩
官方有何难言之隐？

早在2010年5月份《半月谈》就刊发了《地下

排污：致命威胁悄悄逼近》的报道。记者调查时

发现，除了挖渗坑、渗井偷排外，为了躲避查处，

有的污染企业竟用高压泵将大量污水直接注入

地下。

水是生命之源，由于地下水受污染严重，

2002年以来，“癌症村”、“怪病村”现象在中国各

地频频出现，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将生态文明

建设视为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等同样重要。不

治理地下水污染，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态文明，

中国也不可能真正美丽。然而，地下与地上还不

一样，地下水一旦污染，治理的代价更大。

为此，我们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抓石有

痕的狠劲从两头对污染源治理和预防污染！

一方面，抓好污染源的治理和污染的预防，

对现有污染企业必须建立污水处理设施，不达标

的企业一律不准生产。对违规排污的和项目作

环评时故意隐瞒事实或弄虚作假的一律按污染

环境罪进行追责严惩！

另一方面，必须打掉排污企业的保护伞，改

正畸形的发展观。现在有些地方，为了片面追求

GDP，规定每月15～25天不等的“企业宁静日”，

不让执法部门到企业进行检查，这给不良企业提

供了偷排的可乘之机。为此，对执法部门不认真

履行职责或与排污企业通风报信沆瀣一气的一

律进行严惩，同时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压缩权

力寻租的空间。此外，还必须想方设法调动公众

和媒体监督的积极性，让排污者无处可遁。这样

才能建设好我们的“美丽中国”。

医院追求“生意兴隆”让人寒心

2 月 16 日，网

曝浏阳市妇幼保

健院儿童医院挂

出“ 生 意 兴 隆 ”、

“开业大吉”等横

幅引发了不少网

友“扔板砖”。医

院解释是“工作疏

忽 ”。（2 月 17 日

《潇湘晨报》）

时事
乱炖 无论如何，生病住院都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

事，医院如此“祝贺”，无异于咒人多生病多住院。

也因此，网上几乎一边倒的反应是，“让人寒心”。

或许，这是因为“工作疏忽、不严谨”，但也不尽

然。不久前，广东省吴川市人民医院就挂出过“热烈

祝贺我院2012年住院病人突破四万人次”的大条幅。

确实，市场竞争之中，许多医院的公益属性在

弱化、淡化，某些医生把患者当做了让自己得以赚

钱的大主顾，盯住的是患者口袋中的保命钱，以至

患者不仅成为各大医院争相夺取的“肥肉”，甚至医

院内部各科室之间也展开抢夺、争斗，如此背景之

下，医院竟然也以“生意兴隆”为追求，并非偶然。

然而，更让人惊诧的是，这样的横幅居然是出

自公立医院。公立医院的属性，首先就是保障医疗

卫生服务的公益性，也因此，自应以公共卫生、保障

群众基本医疗为职责，更不能把“生意兴隆”当做值

得庆贺的事。

当然，为了体现医生的劳动价值，应该保证医

生合理的收入，同时，医院也要增加医疗器械，国家

应该加大相应投入。但从医生这个特殊职业而言，

必须怀着“医者父母心”的信念，任何时候把病人的

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

近年来，医患纠纷不断，看病难、看病贵难以得到

有效缓解，其中固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

因素，是医德水平的整体滑坡。因此，我们呼吁社会多

出些华益慰，少些追求“生意兴隆”的医生和医院。

钱夙伟

评论
对 于 网 曝 上

海浦东新区副区

长 占“2600 平 方

米”豪宅一事，上

海市纠风办回应

称，其家庭在自家

宅基地上的所建

房屋，主楼建筑面

积 为 246.88 平 方

米，辅助平房建筑

面积为 63.04 平方

米；目前，建在该

房屋及承包地外

围的围栏墙已经

拆除。（2月 17 日

人民网）

时评

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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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益人

士邓飞微博爆料

称，在山东潍坊，

化工厂、造纸厂将

致命性污水通过

高压水井压到地

下逃避监管，而地

下排污法已在很

多地方悄悄进行

多 年 。（本 报 今

日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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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豪宅，这些敏感的字眼一出现，总是会引起

众多的围观。上海市纠风办及时对网曝上海浦东新区

副区长占“2600平方米”豪宅一事作出回应，公布了初

步核实结果，这是值得肯定的。权威部门的及时回应，

有助于引导事态的理性发展，及早澄清事实，防止以讹

传讹，这应当是有效处置舆情的最佳模式。

但从回应的内容来看，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难脱遮遮掩掩的神情。纠风办的回应主要有两点，

一是建筑面积共 300 余平方，二是围栏墙已经拆

除。很显然，这个回应有指东道西、避重就轻之嫌。

衡量一座房屋规模，离不开建筑面积和占地面

积这两个主要指标，就算建筑面积只有 300 余平

米，实际占地面积究竟多少呢？即使是在自家宅基

地上建设的，该副区长及其家人有没有资格获得宅

基地？标准是多少？有没有超标？承包地又是怎

么回事？可有相关的承包合同？诸如此类问题，都

应当有个明确的交待。

其实，民众关注的并不是豪宅本身，而是豪宅

是否合法，来源是否正当。从图片上看，曝光的豪

宅可谓美轮美奂，但这样的豪宅在江浙沪等经济较

发达地区也并不稀罕。只要合法正当，就是官员住

在这样的豪宅里，也是无可指责的。怕就怕，豪宅

的背后经不起调查。

目前，我国还没有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让

人无法知晓我们的官员究竟有多少家底。在贫富

差距加剧的情况下，某些表面上不太正常的现象常

常会被放大，极不利于社会稳定。对此，最好的方

法是官员“自证清白”。但遗憾的是，这样的高姿态

极为罕见，就是被动地公开也常常是挤牙膏式的，

即使是正常的事情也会让人生疑。

我们并不希望职能部门的冷面以对，调查部门

的遮遮掩掩，是出于对官员的不自信，乃至有意为

之的“爱护”。其实，在公开已成趋势的今天，盖是

肯定盖不住的。

“春节‘年光族’，死要面子活受罪。”

对于网上一些网友晒出春节花销，新华社发

表刘鹏评论文章称，爱面子本不是什么坏事，但讲

究面子并非越花钱越好，更不是相互攀比与炫

富。如果能重本而轻表，重实而轻虚，把面子情结

压一压，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春节不至于变成

“春劫”。

“春运就是‘春晕’。”

对于春运，著名学者朱大可认为，无论都市还

是乡村，都不是中国农民工的真正家园。只要农民

工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地，这种钟摆式回家运动就

将永不停息。而深藏在这场空间运动背后的是时

间的悲剧，拥有漫长历史的乡村，正在面临土壤贫

瘠、人口流失、村社瓦解、资源殆尽的终局。

李方向

涂启智

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

2012-2013》发布，报告称七成人不敢相信陌

生人，专家称这源于人们风险意识提高。（2

月17日《中国青年报》）

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是一个值得警

惕的信号。社会人与人之间信任度降低，人

们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归根结底

源于社会道德整体滑坡的尴尬现实。

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经受市场大

潮洗礼，一方面给人们带来富裕的物质生

活，另一方面却使古朴世风、淳朴民风受到

侵蚀与动摇，一股功利市侩气，使世人日益

远离君子之风。如此现实语境，面对突然出

现的无私奉献或者帮助，人们不愿意相信也

不敢接受，就在情理之中了。

治理社会道德滑坡，需要摆脱“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短视思维。当务之急是培育

和强化规则意识、重建规则信仰。因为，一

个社会在最底线规范屡屡被践踏被蓄意破

坏情况下，谈道德和说崇高不免流于空谈，

除了掩耳盗铃外，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胡

适曾经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

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

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

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

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

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

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在整个社会培育与强化规则意识同时，

民众也应注重自身“公民素质”培养，公民个

体都有义务从自我做起，自觉摒弃欺诈念头，

真诚待他人。大家齐努力，将心比心，唤醒和

激发整个社会的诚信风气，进而重建社会诚

信习惯与守信规则。假如大家都不肯迈出勇

敢的第一步，甚至总是对陌生人不计功利的

援手持怀疑态度，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

为压垮社会信任大厦的最后一根稻草。

开工红包带来的
是发展信心

白峰

16 日是不少上班族的节后开工首日。

令部分上班族惊喜的是，这一天他们收到了

一份长假过后绝佳的“强心剂”——开工红

包，金额为 10 元～500 元不等，其中以 100

元、200元居多。（2月17日《厦门日报》）

新年开工，要的是希望，是憧憬。开年

上班，有一份惊喜，既是员工的期望，也是企

业的一种管理方式。

以红包的方式给员工带来惊喜，无疑是

受欢迎的。因为，红包文化是春节习俗的一

个部分，体现永不泯灭的亲情友情。上班第

一天得到红包，心中留下一份愉悦，感受到

领导的关怀，这无疑会树立干好的信心。红

包数额不一定要多，但因为在开工这个特殊

日子里，会让员工乐开花，喜形于色，尤其是

把开工红包称作开工“利是”的广东、香港、

台湾等地区，既是一种习俗，也是一种利好。

开工红包，看似企业成本增加，可是这

发出去的是钱，带来的是效益，增强的是决

心，获得的是发展。可见，不但没有增加企

业生产成本，却能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增加

了企业利润，受益的不仅仅是员工，还有企

业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