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乱炖

“人机关系”不能取代“人际关系”
苑广阔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

你面前，而你在低头看手机。”这句

网友的笑谈，无疑将现实生活中一

个庞大而容易忽视的群体——“手

机奴”，形容得惟妙惟肖。全球最

大传播集团 WPP 公布的一项网络

调查显示，许多中国人自清晨至深

夜一天都有手机相伴，“手机依赖

症”已经成为社会“流行病”。（8月

11日《深圳晚报》）

谁都无法否认，随着现代人对

手机依赖心理的增加，原来正常的

人际关系，也被“人机关系”所取

代。翻看着手机中贮存的几百几千

个号码，我们感觉自己的社交范围

无限扩大，但在这上千人的通讯录

里，却难得找到一个真正知心，可以

谈心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

个“孤独星球”，彼此知道对方的存

在，却无法在有需要的时候互相慰

藉，彼此安慰。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沉迷于

自己的手机世界里乐不思蜀，是有

现实原因的。比如生活压力大，缺

少精神寄托等，都会让人依赖虚拟

空间，让人愿意在一个虚拟社会中

重塑自我认同，躲避现实压力，寻

找心灵慰藉。

“手机依赖症”是一种应该被

克服的“社会病”。一个正常的“社

会人”，不应沉迷于手机等电子产

品，而错失和亲人朋友面对面交流

沟通的机会；不应让人与人之间的

亲密感,成为“遗失的美好”。毕

竟，“人机关系”永远取代不了“人

际关系”。

世相杂谈

“巴马心态”才是长寿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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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近日，有网友在当地职能部门官网发帖

询问商品房产权都只有 40 年一事。四川阆

中市国土资源局的官方网站给予了一个“神

回复”：土地管理法规定住宅最高70年，没有

规定非 70 年不可；40 年后，我们是不是还存

在这个世界，不要考虑太长远了……（8月

11日《环球时报》）

客观上说，从这个“神回复”的字里行

间，的确透露出几分幽默与调侃的气息。不

过，玩笑若开得不分场合和地点，开过了人们

的心理底线，便过了头，表现出权力的一种轻

浮与傲慢，是对百姓知情权的故意漠视和粗

鲁戏谑。

颇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类戏谑群众的“神

回复”真还不少，某副市长称协议就是个“狗

屁”，官员质问记者“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

老百姓说话”等等，都反映了某些官员心中没

有百姓，一副傲慢嘴脸。

古人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善为政

者，必重民心；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

之欲。干群关系是所有社会和政治关系中最

根本、最重要的政治关系，决定着执政党的生

死存亡。如果作为主人的人民群众需要公仆

及时释疑解惑时，公仆却表现出烦躁不安、极

不负责的态度，不是推太极，就是踢皮球，甚

至公开戏弄人民，那损伤的不仅是自身的形

象，还有政府的公信力。

周明华

非常道

“别让‘监督’成为记者的墓志铭。”

《南岛晚报》记者杨琼文因首先报道海南万宁小学女生被校

长带去开房一事，被当地官员施压和威胁，逼他辞职。时评人龙

敏飞认为，这不仅是新闻的一种悲哀，更是社会的一种悲哀。

“政府楼堂馆所的风水摆设，已成百姓‘眼中钉、肉中刺’，

是时候该拔掉了！”

针对政府楼堂馆所前摆放石兽、球体等做装饰物的现象比比

皆是，时评人无语钟称不但坏了社会风气，更严重有损政府形象。

没有选票的面试
群众终究只是演员

许 春

日前，重庆市江北区召开第十七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创新了开会的模式，区内

上百名群众代表，与区人大代表一道，同步监

督评价政府工作。近年，江北区人大常委会

推出了 7 项联系代表和群众的方法，其中对

新任命的政府“一把手”，都要接受群众的

“面试”。（8月11日《重庆晨报》）

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自觉接受群

众的监督我们举双手赞成。

但这一制度有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群

众手中没有选票，他们再有想法，也决定不了

官员的前途。决定不了官员的前途，群众参

与的积极性肯定会大打折扣。在“面试”时，

群众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和质询，会让官员

“面红耳赤”，甚至尴尬不已。但群众自己并

没有决定权，问题的本身自然无法解决。

更何况，挑选群众代表也没有一个固定

的、明确的标准。挑选谁任“面试”的评委？

说些什么？如何表现？根本的决定权在主办

方的手中。也就是说，群众代表只能是一名

“演员”，只能按照导演的要求来演出。如果

你想“本色”出演，对不起，可能连上台的机

会也都不再有了。

因此，与其邀请群众参与，还不如在提

高人大代表素质上下功夫，让他们能真正听

到群众的心声，能真正代表选民行使各项权

力，从而更好地起到履行好监督政府和官员

的职能。

“神回复”
是权力的轻浮与傲慢

陈广江

广西巴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

世界五大长寿之乡，当地人几无肿瘤，多

数老人无疾而终。当这些“传奇”越来越

多被外人所传扬，另一景观出现了——

众多患者和养生者慕名前来，希望以“巴

马疗法”延长寿命，有人热衷洞穴磁疗，

有人喝清泉水，更有匪夷所思的疗法，如

光脚在山坡上如狗般爬行，以及喝尿治

疗癌症。（本报今日24版）

世界的长寿村现象基本具备以下几

个特征：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规律的生

活方式，以及淳朴安静、与世无争的处世

心态，巴马也不例外。那些朝圣般涌往

巴马的“候鸟人”，能否战胜癌魔、复制

“生命奇迹”还是个未知数，但巴马人独

特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对疲于奔命的现代

人而言，不亚于一场心灵洗礼。

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长寿现象足以让世

人深思。巴马的长寿村就像一面镜子，照出

了国人面临的种种尴尬：日益恶化的生态环

境，自杀式的生活方式，疲惫不堪的心灵……

除了那些据传有神奇功效的水、氧

离子、磁场，最能给“候鸟人”带来心灵冲

击的还是“巴马心态”。外来者惊奇地发

现，巴马人的长寿秘诀居然是生活简单，

没有奢望，甚至厨房里除了油、盐、生抽，

没有第4种佐料，一年到头才杀一头猪，

这在外人看来是无法忍受的艰苦。生活

单调枯燥却能长寿，这样的反差让人重

新审视生命的意义。

为了房子、车子、票子，为了身份、地

位、荣誉，我们加班加点，拼命工作；工于

心计，谙熟各种规则；暴饮暴食，沉溺于

灯红酒绿……上半辈子用健康换取财

富，下半辈子用财富弥补健康。正是无

休止的欲望蚕食了生命健康，甚至让我

们无暇回首反思。

其实，“人死了钱没花了”和“人活着

钱却没了”之间，并非是一道无解的人生

课题。关键是，人活着需要那么多的钱

吗？巴马的长寿奥秘印证了这样的谚

语：你吃的东西里，只有四分之一用来维

持生命，另外四分之三用来养活商人和

医生。这样的现实何其残酷！另外，个

体的生活方式违背生命规律，不可持续；

经济的发展方式也在违背自然规律，水

污染、土地污染、大气污染不断恶化，其

代价自然由人来承担。

放下欲望，获得新生，这是留在巴马

的“候鸟人”得到的最大启示，更是给世

人的警醒。

“终身禁医”应成为医疗形象的“自我救赎”
毕晓哲

热点冷评

近期发生在陕西富平的医生贩婴案

让白衣天使形象蒙羞。中国医师协会就

此建议，对医德医风问题严重的医生，在

《执业医师法》中应增加“终身禁医”法

条。（8月11日《京华时报》）

设立医生“黑名单”，以及在《执业医

师法》中增加“终身禁医”条款，是协会自

律意识增强的标志，但这种“自律”更多折

射出来的国内医疗行业形象与医师群体

存在“问题”的现状。一些医生医德问题，

不忍卒睹，几年前发生在深圳某医院的

“缝肛门”事件，两年前“南京儿童医院医

生上班忙‘偷菜’，害死五个月婴儿”事件，

以及陕西富平的医生贩婴案等，只是一次

次问题发生的典型缩影；医疗行业问题同

样突出，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公司贿赂丑

闻事件，“收红包”现象的久治不绝，医患

矛盾加剧......足以说明一个行业和“一个

群体”道德底线、职业操守，可能已沦丧到

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问题”不容忽视，也不可能被“忽

视”，这些广泛存在于医疗行业的唯利是

图、医德丧失、道德败坏问题，不仅仅损害

患者权益，也直接毁坏医疗行业、医师形

象。今年年初，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院

长于金明提供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被调查

的华东地区30家医院中，只有10%的患者

信任医生。卫生部门统计显示，从 2006

年到 2010 年，全国医疗暴力事件陡增

70%，仅去年就有数名医护人员被砍伤。

这说明问题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不得不

重视和解决的地步了。

不从根本上引起对医德问题重视，不

足以真正让医疗行业和无良医生“洗心革

面”。就此分析，中国医师协会提及的医

师“黑名单”机制以及所涉及医生的“终身

禁医”事项，是极为必要的，也是一个重拳

治理行业无良、重唤医生医德的必要之

举，更是一场直面问题的“自我救赎”。

吞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