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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评论

一周很短，我们透过事件的
层层迷雾，看到了言论的“几个
之最”。

最揪心的言论，关键词：校
车。19个孩子就这么没了，留下的
是无尽的伤痛和社会各界的呐
喊。我们常说，孩子是祖国的花
朵，我们要给他们一个坚实的花
盘。但是时至今日，这个花盘却如
此不堪一击。在碎裂的同时，我们
似乎都能听到自己心底的一阵撕
裂声。偌大一个国家，花不起这点
儿钱吗？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吗？还
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重要的吗？我们
无地自容，只能无奈地说，孩子，对
不起！在揪心背后，更多人在追问，
家门口的学校去哪儿了？为什么上
学的路变得如此凶险？为什么不
能给孩子几辆安全的校车？教育
的投入为什么总是捉襟见肘？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令人
欣慰的是，校车问题引起了极大
关注，有关部门已迅速行动，公
车限价也浮出水面。

最炒作的言论，关键词：狼
爸。“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
这就是“中国狼爸”。反对的声音
很高，“狼爸式教育”比弊端百出
的“应试教育”、“填鸭教育”更
甚。崔永元说：宁肯孩子没文化，
也不打他上北大。当一种“打”贴
上艺术标签的时候，要么是自我
标榜，粉刷自己的暴力行为；要
么是自我迷失，“为赋新词强说
愁”。有人认为，在中国，这样的

“狼爸”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有
人则认为，狼爸、虎妈的教育经
验不在于打，而在于教导孩子辨
别是非曲直的同时，给予孩子足

够的挫折教育。
其实所谓的“狼爸”，不就是

“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祖训吗？对
于冥顽不化的孩子，如果打几巴
掌能换来一个顿悟，做一回“狼
爸”也并无不可。当然，如果打着

“狼爸”的幌子炒一本书，如此
“狼爸”，不读也罢。

最科普的言论，关键词：
PM2 . 5。放在半年前，估计没多少
人知道什么是PM2 . 5。伴随着前
段时间北京等地的连日阴霾天，
鲜为人知的PM2 . 5(空气细微颗
粒物)进入了公众视野。PM2 . 5可
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说简
单，这仅仅是一个监测指标；说
复杂，这就是数据带来的“喜气
洋洋、自说自话”。

PM2 . 5的争论让谁神经过
敏？为何对PM2 . 5讳莫如深？一个
小小的数据，触动的是谁的奶
酪？人们在呼吁，倘若清风不清，
别再指灰为蓝，测出更真实的蓝
天白云。

最争议的言论，关键词：擦鞋
照。微博上一张“给俺擦鞋”的图
片引发轩然大波。目前，当事人已
因此丢了饭碗。惯性思维在叫好，
不管冤枉不冤枉，民间监督又添
成功案例；“细节”再次推动公务
员进步。而更理智的言论则质疑，
这哪里是尊严问题？谁要求公务
人员不能擦鞋？谁享受擦鞋服务
谁就是“大爷”？这岂不是让擦鞋
这种服务陷入不堪的境地？而有
一种观点更值得倾听：谨防“过度
解读”违背善意初衷，这样的惩处
是不是有点“过度”了？

法治精神不是嘴上说着玩
的。不能让舆论的暴力，打着公
平公正的旗号，去造成更大的社
会不公。

一周又过去了，北方已开始
供暖，“温暖”的言论再次成为北
方媒体的焦点。当千家万户涌动
着暖流，所有的揪心终将渐渐远
去。盼望着，每个人都有一个温
暖的冬天。

热语

美国的校车停下来上下学
生的时候，司机会把一个“stop”
的牌子掀出侧面，这时两个方
向的车都必须停下来，总统专
车也不例外。

——— 网上热议美国校车。

中国富人在国际社会中的
形象主要有三种：一种是传统的
中国绅士，低调，言行谨慎；第二
种是行事高调，出任各种“形象大
使”；而最为主流的形象则是处事
张扬，个性鲜明，追求奢侈消费，
处处自我标榜的“批发式购买奢
侈品”的“暴发户”。

——— 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任晶晶谈“当代中国富
人国际形象”。

儿子过生日，我当时脑子
很简单，总是想在亲戚朋友面
前摆谱，冒用宣传部来祝贺，没
有想到给领导带来这么多的麻
烦，实在对不起，请求原谅。我
此前从事广告业，搞策划是自
己的强项。在这之前，我还想过
挂“美国总统奥巴马发来贺电”
之类的条幅。

——— 江苏射阳县男子董启
阳对冒用宣传部之名挂条幅为
儿庆生道歉。

北大的学生为什么就不可
以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只要他
卖猪肉卖得最好，修鞋修得最
好，种地种得最好，工人当得最
好，那一样是我们北大的骄傲。

——— 履新不久的北大党委
书记朱善璐答“哪些毕业生值
得骄傲”时，称在任何工作上做
出贡献都是给母校增光。

三天毁掉一百年。
——— 新任中国红十字会常务

副会长赵白鸽近日在就“郭美美
事件”作主题演讲时表示，红十字
会作为“百年老店”，被一个小姑
娘冲击得稀里哗啦，值得深思。

房价下跌50%银行回本也
没有问题。

——— 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
日前表示。

奥巴马带着请柬而来，一
份邀请澳大利亚在美中角逐中
彻底站在美国一边的邀请函，但
已经小心站在美国这边的澳大利
亚没有理由更靠近山姆大叔，“我
们是盟国，但不是帮凶”。

——— 奥巴马开始被普遍看
成“向中国传递信号”的澳大利
亚之旅，有评论这样认为。

（来义 整理）

高论一周串评

□张贵君

“宁肯孩子没文化，也不打他上北大”
让权力成为一种负担

经验表明，当相当多的领
导干部，在相当长的执政过程
中，把权力当作乐趣来享受，
而没有负担的压力和感受，就
基本注定了失去监督的绝对
权力，将导致绝对腐败的内在
必然。如果依靠制度的力量，
让权力成为一种负担，权力将
成为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的
公器。11月11日(《人民日报》)

不该再“历史遗留”下去

一位外地车主在广西柳
州工作的3个月里，平均每小
时要交0 . 2元的进出城费。评
论认为，城市路桥费作为一个

“历史遗留问题”，不应该再无
限期地“遗留”下去。是时候改
改了。 11月18日《工人日报》

不能让美国

“重返亚太”太顺利

虽然中国的综合力量远
小于美国，但中国反对美国主
导亚太可以调动的资源，多于
美国为推行这一主导可以使
用的资源。只要中国耐心、持
续地做下去，中国周边“经济
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生存
之道就维持不下去，美国“重
返亚太”的傲慢也将收敛。

11月18日《环球时报》

反垄断迟早

要拿“神仙”开刀

反垄断就是尊重民生利
益、维护公平正义，从这个角
度出发，我们期待着反垄断风
暴刮向更深广的领域。面对民
声鼎沸与法律利剑渐行渐近，

“老虎”与“神仙”们将如何作
为，我们拭目以待。

11月18日《北京日报》

维持圆明园原貌，

就是最大的作为

保持圆明园一片废墟的
历史风貌之历史意义，就在于
真实地展示骄奢淫逸的可悲
下场，断壁残垣的圆明园才可
以担当历史的见证人。所以，
复建圆明园还不如“无为”，维
持原貌，多做一些保护、考古、
文物收集的工作，这样既尊重
了历史，又是对后人负责，也
才是最大的作为。

11月19日《羊城晚报》
（尤风 整理）

■宋江明

15日晚，“长治公务员考试
第一名考生宋江明体检不合格
被刷”事件有了初步调查结果，
认定其指标符合公务员录用体
检标准。

媒体监督之后，有关部门
依然固执错误，不肯回头检查
一下自己的工作，再一次失去
了补救错误的机会。希望我们
不仅看到正义的回归，更要看
到邪恶得到惩处。

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

■红薯大妈

在北京师范大学五食堂爱
唱的卖烤红薯的许淑艳被称为

“红薯大妈”。她已成功入围央视
《梦想合唱团》。心中有梦想，生
活才会充满希望。不信“红薯大
妈”真的一点烦恼都没有。常言
道，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
是洒脱、自信、超然、知足，让“红
薯大妈”成了快乐“达人”。

11月19日《北京晨报》

■黄妮超

广东女孩黄妮超读初二时检

查出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2007年，
她考上了南方医科大学，大学时曾
同时打4份工。今年6月，大学毕业的
她因为患病，初试便被很多单位拒
绝。7月份，她开始把每天的经历写
成日志，网友称之为“临终日志”。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并不是
看这个社会对“强者”的态度，而是
要看对“弱者”的态度。换言之，社
会文明的标尺，不是“强者”的幸
福，而是“弱者”的幸福。从这个角
度来看，不管广东女孩黄妮超幸与
不幸，她的过往遭遇都是一种社会
的悲哀。

11月17日《合肥晚报》

一周面孔

漫画摘自《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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