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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扬

“百姓是教好的，不是
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
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
可能比较刁民。”在广东佛
山“两会”南海区代表团分
组讨论会上，人大代表方
明的这番言论在网上引起
轩然大波。面对记者的采
访，方明坚持认为“市民是
需要教化的”，使用“溺爱的
孩子”这种类比也没有错，

“客观上必须承认，政府是
一个管理机构。”( 1月10日

《广州日报》)

将百姓视为需要“教
化”的孩子，有着这种思想
观念的人并非个别，区别只
在于是否表达出来。在人民
代表大会上，不代表人民去
监督政府，而是从另一个方
向考虑问题，这样的人大代
表更非个别，他们完全没有
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对。是
的，一些人当选了人大代
表，就会产生“当官”的错
觉，以为自己变成了管理
者，有资格、有必要对老百
姓指手画脚。

百姓是需要“教化”的，
这句话其实暗含着一个前
提：人民群众经常误入迷

途，因此需要时刻接受政
府的“教化”。可是，公职
人 员 也 是 由 普 通 人 组 成
的 ，这 些 人 其 实 也 是“ 百
姓”的一部分，同样有七情
六欲，同样有不正确的时
候，怎么可能是真理的化
身？一级政府是管理机构，
但首先是服务机构，公务
员是百姓的公仆，应该时
刻听从百姓的意见，遵照
百姓的意志行事，接受百
姓的批评和教育，怎能反
其道而行之？

人民群众不仅是国家
的主人，而且是历史的主
人，是创造历史、推动社会
进步的真英雄，这是历史唯

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从这个
观点出发，“教化”百姓之说
极其荒谬。老百姓中固然有
一些人会犯错，但从总体上
讲，他们才是最高明的、最
正确的，他们的眼睛比谁都
明亮，他们从来就不是什么

“愚民”、“刁民”。相反，历史
和现实一再表明，往往是少
数公职人员容易滥用职权
谋取私利，需要人民群众引
导之、“教化”之。

不仅公务员需要时刻
接受民众的监督和批评，人
大代表更需要经常接受民
众的“教化”，原因无他，只
因为你是人民选出来的，必
须遵照人民的意志行事。可

是，有些人大代表将这个起
码的常识抛诸脑后，缺少起
码的“为民代言”的意识，而
是转过身来对百姓指手画
脚、颐指气使。我想请这些
人大代表看一看，哪个国家
的民意代表敢称选民是“孩
子”，是“刁民”？

正是由于政治生活常
识的缺乏，才让一些人大代
表迷失了自己的身份，发
言时站错了位置。其实，在
老百姓面前，人大代表才
是需要“教化”的“孩子”，
过分“溺爱”可能会让一些
人对自己的身份没有正确
认知，缺少对百姓权利的起
码敬畏。

对新一代大学校长，也
许人们的期待比评价更多。
高等教育现实和目标，转化
为对大学校长的高标准：既
要是学问家、教育家，又要
是政治家，还要是公关专家
和理财专家。

——— 北京理工大学文
学院教授杨东平说。

文学创作的伟大不在
于你去斗胆书写那些权力
不让你写你偏要去写的素
材、生活和历史，不在于你
总可以把目光盯着并看到
那被关闭的门窗和那门窗
之后的暗礁、沙洲与潮湿阴
暗的存在，而在于一个作家
的心灵不仅可以去温暖阳
光照到的人的冷凉，更应该
去温暖那些不在阳光之下
的人的灵魂的寒冷。

——— 作家阎连科说。

为什么某些利益相关
者想把事情闹大？其中的原
因之一，就在于尚未有比较
畅通的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
道。应当看到，社会利益诉求
和表达需要“出气口”，需要

“减压阀”，需要构建制度化、
规范化的表达渠道，以引导
社会利益的表达行为。

——— 中国(海南)改革发
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
说。

非洲资源丰富，穷国不
少。日本资源缺乏，但通过
培养优势，实现了经济上的
富有。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过
分依赖资源，就难以形成其
他方面的优势。

——— 经济学家茅于轼
说。

人大代表更不该“视民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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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平民榜样致敬

编辑：
你好！
读到贵报1月10日报道

的《青岛“80后”农民工央视
捧大奖》后，我觉得这位名叫
刘京俊的小伙子真正是值得
大多数公众学习的榜样。当
下世人常以比尔·盖茨或巴
菲特为榜样激励自己，但后
来发现走向这样的成功其实
很难，即便是呕心沥血许多
年仍难望偶像之项背。于是
立志者最终发现自己当初实
在是有些想当然了，就放弃

了对理想的追逐，继续着原
来的自己。其实，像刘京俊这
样的身边榜样倒是我们可以
摸得着看得见也很可能做得
到的。我们需要英雄，需要榜
样，但不妨先从身边的平民
榜样学起。

读者：齐海丰

政策应该

更有针对性

编辑：
你好！
《齐鲁晚报》1月10日报

道《商家自掏腰包延续“以旧
换新”》，我以为这不过是商

家的一种促销手段。没有财
政补贴，商家仍然愿意“以旧
换新”，也只能证明在之前进
行的以旧换新活动中，商家
有很大的利润空间。而实施

“以旧换新”政策，最大的受
惠者原本应该是消费者，尤
其是一些生活拮据、购买力
不强的消费者。所以，我认为
以后的类似政策应该更有针
对性，比如只限于部分节能环
保的家电或者只照顾低收入
群体，把有限的财政补贴用到
刀刃上，而不能“广施恩惠”，
刺激所有消费者盲目地以旧
换新，这样虽拉动了内需，却
削弱了政策的引导作用。

读者：王永军

扎牢篱笆

防“黄牛”

编辑：
你好！
看了《齐鲁晚报》1月10

日《实名后仍有黄牛倒卖火
车票》的报道后，笔者觉得“黄
牛”们昔日随意倒票日赚千
元，如今实行实名制购票后日
子确实不太好过了。但是，只
要有“黄牛”在车站周围徘徊，
就有倒票机会和旅客上当受
骗的可能。这就需要有关管理
部门继续严加管理，联合执
法，相信“黄牛”倒票的机会会

越来越少，用“黄牛”们的话
说：“弄不好就得赔。”

“黄牛”都是逐利之徒，
不可能指望他们良心发现，
笔者建议继续加大监管力
度，不仅要增加铁路警察的

“明察”，而且需要“便衣警
察”的“暗访”，发现一个惩治
一个。另外，如果“黄牛”们在
其他代售点能用“临时身份
证”买到紧俏车票的话，那
么，这个代售点(或多个代售
点 )就可能存在与黄牛串通
的行为。所以，发现问题要及
时堵住漏洞，不让或少让“黄
牛”们钻空子，让旅客们顺顺
利利地探亲返乡。

读者：台应新

火车票网购不妨多借鉴现成经验

□本报评论员 崔滨

随着春运大幕的正式拉
开，被寄予厚望的火车票网
上订购在实际运行中不尽理
想，并且日益显出“急就章”
的缺陷：实名制注册出现抢
注漏洞、网站服务器难以承
载集中访问、购票支付系统
出现吞钱不吐票故障……

而10日多家媒体对12306

购票网站运营方的报道，进一

步印证了这个网站确实是为
实现春运网上购票而仓促上
马。据报道，负责铁道部购票
网站开发和运营的多家公司，
均为铁道部下属企业，虽然网
站投资金额达到了1600多万
元，但网站正式上线仅有半
年，既未做过模拟运营，也没
有承载巨大访问量的经验。种
种为春运应急的迹象，导致网
络购票启动后，问题频出。

应该说，铁道部此次能
够顺应广大旅客的呼吁，增加
网上购票渠道，体现出了以民
生为先的诚意。但不论旅客们

眼下有多少抱怨和不满，网络
购票的不给力，都将成为今年
春运难以磨灭的印迹。

既然网购火车票将成为
一种趋势，那么在电子商务
方面并不专业的铁路部门，
该如何将购票网站的流程服
务做到位，以迎接今后的购
票高峰呢？

眼下，在12306网站上疯
狂点击却无数次失望的网友
们，心里一定不止一次希望：

“要是能像在购物网站上用
支付宝那样买火车票该有多
好。”但事实是，目前除铁道

部下属企业外，只有太极股
份、网宿科技等寥寥几家企
业能够参与网络售票项目。
要知道，电子商务在中国蓬勃
发展已历经十余年，不仅诞生
出淘宝、京东商城等拥有亿万
用户的购物网站，而且开发出
了支付宝、快钱等经过央行认
证和广大网友认可的网络支
付工具。既然有这么多成熟的
专业网站和服务手段，铁路部
门今后不妨打破外界“肥水不
流外人田”的猜测，以更加开
放的态度，欢迎富有市场运营
经验的电子商务企业加入网

上售票行列。
同时，不少互联网企业

人士也为纾解网购车票难的
问题提出了另一条建议：如
果铁路部门能够借鉴飞机票
购票的成功经验，放开网络
购票准入门槛，多渠道分销
火车票，这样既能帮助铁道
部网站减轻访问压力，还能
在更多领域吸引更多潜在用
户。如果今后火车票的销售
渠道能从单一的铁路系统发
售逐渐扩展到代理公司、旅
游网站和购物网站共同销
售，如此不仅能让消费者通

过更多更便捷的渠道购买车
票，提高列车的上座率和资
源利用率，而且销售领域的
充分竞争也能让旅客买到退
票、热点线路车票的机会增
大，使得出行更加顺畅。

今年的春运正渐入高
潮，再加上未来“五一”、“十
一”假期的出行高峰，火车票
订购网站将面临更加严峻的
运行考验。如何吸取目前网
购系统不够开放的教训，以
常态化长期性的目标运营网
上购票，正迫切要求铁路部
门认真思考。

既然有这么多成熟的专业网站和服务手段，铁路部门今后不妨打破外界“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猜测，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度，欢迎
富有市场运营经验的电子商务企业加入网上售票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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