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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我们感觉年味越来越淡了

□毛建国

因为圣诞、元旦和春节，
最近一个多月，南京儿童福
利院的孤儿们像往年此时一
样，再次成为社会各界踊跃
奉献爱心的对象。据统计，48

天里福利院接待了165批次
数千人。福利院称，由于大批
人员涌入，影响到孩子的生
活和学习，对他们的心理造
成压力，有的孤儿甚至产生
厌倦情绪。(1月19日《扬子晚
报》)

48天接待165批次数千
人，毫无疑问，这样的慈善显
得扎堆了一点。其实，这既非
春节所独有，也非南京儿童

福利院所独有。每年总有几
个时段，总会出现慈善扎堆。
2010年5月4日《广州日报》就
曾报道，每到周末，志愿者都
扎堆而来，有时一天要来五
六批，最多时甚至有十几批，
为了接待他们，佛山市福利
院的老人们身心疲惫。当年

“五一”期间，佛山市福利院
志愿者扎堆以致“爆棚”，5月
1日就迎来5批志愿者。

扎堆式慈善确实给福利
院带来了烦恼，一批又一批，
一个接一个，无论老人还是
孩子，无论体力还是心力，都
可能交瘁、俱疲。而且与节假
日慈善扎堆相比，对应的是
平时“门可罗雀”。这给人一

种感觉，似乎节假日扎堆的
慈善，透支了平时的热情，从
而让慈善失去了相濡以沫的
生活化、平常化。

扎堆式慈善一定程度上
说明了当前慈善存在的问
题，那就是有些人还不太会
做慈善。有些人做慈善还只
停留在表面，并没有认识到，
真正的慈善是应该走入人们
内心深处的，是讲究技术、
方法，是要顾及当事人感
受的。也不排除，有些人做
慈善追求的只是一个轰动
效应，甚至有些人做慈善
还有着浓重的功利性，比如
有些商业机构把慈善当成商
业策划的一部分。即使如此，

我们也认为，对扎堆式慈善
还是要多一些宽容。不管怎
么说，扎堆式慈善也是一种
慈善，对于集中喷发式的慈
善热情，可以引导但不能指
责。

48天接待165批次数千
人，接待量是大了一点。但这
是慈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对应的是社会厚发的慈
善热情，相对于过去福利院
的无人问津，无论如何这都
是一种进步。慈善热情不是
洪水猛兽，只要疏导得法，完
全可以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如果福利院主动做好对接，
跟慈善者做好解释说明，一
些慈善者就可能不会扎堆前

来；即使不辞辛苦来了，也会
体谅到孤儿们的身心状况，
从而选择合适的方式来做慈
善。

扎堆式慈善的出现，一
方面说明当前慈善存在一些
方式方法问题，这表明我们
的慈善还不成熟；另一方面
则说明，当前慈善已经到了
一个高度，慈善热情来之不
易，值得珍惜。而且，慈善者
存在的方式方法问题，也并
非不可以化解，这对福利
院这样的慈善机构提出了
挑战。对慈善者包括扎堆
式慈善多一点宽容，多一
点引导，相信慈善会走得更
好更远。

对扎堆式慈善多一点宽容

□本报评论员 王封

几回回梦里回故乡，春
节临近，需要回家过年了，很
多人却变成“恐归”一族。对
于不少打拼在外的游子而
言，春节回家还是不回家，真
的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甚至是一种难言的负担。

那么，是什么让我们回

家过年的渴望不再强烈，乃
至有些怨言？是什么让我们
春节的年味儿越来越淡？除
了春运挤火车，除夕看春晚，
春节是不是还应该有新内
涵？

众所周知，我国历史悠
久的春节，形成和发展于农
业文明时代。在生产力落后、
交通不便、文娱活动匮乏的
条件下，新春佳节不仅寄托
着人们的祈求和希望，还给
人们带来平时无法获得的物
质享受与精神满足。

记得上个世纪七八十
年代，我还听着“小孩小孩
你别馋，过了腊八就过年”
的歌谣过年，那个时候，物
质生活远没有现在富足，过
年意味着能吃上一顿肉，穿
上新衣服。即便是很穷的家
庭，过年也得设法改善一下
伙食。一进腊月，空气中都弥
漫着扑鼻而来的年味儿，无
论大人小孩的脸上，都洋溢
着喜庆。

如今，春运期间一票难
求，远在外地工作的人要想

回一趟家，着实不易，旅途颠
簸，舟车劳顿，让人心力交
瘁。而回到家，故乡虽然也
旧貌换新颜，但发展的脚步
肯定远远落后于自己生存
生活的城市，故乡的魅力正
在一天天衰减。对于在外地
工作求学的人来说，如果父
母长辈搬离那方热土，那里
很可能就成了回不去的故
乡。

而且，由于工作、生活等
方面的种种压力与困难，“常
回家看看”越来越难，空闲时

间真的是一种奢侈品。“父母
在，不远游”的古训，在现代
社会里已经很难恪守。

因此，元旦之后的春节，
尽管地位很重要，但随着时
代的变迁，亟需注入新的内
容，才能焕发持久的生命力。
仅仅是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顿
年夜饭，拉拉家常，走亲访
友，看看电视节目，势必让春
节这一传统节日失去了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功效，
长此以往，春节与一般的节
日没有太大区别。近年来各

种洋节受到年轻人的钟爱，
而传统节日受到冷落，即是
很好的说明。

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
视家庭伦理。虽然伴随着工
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传统
的农业文明正在急剧转型，
但围绕春节的家庭聚会却是
建设新文明的良机。在此期
间，少一点物质的来往，多一
点精神的交流，或许可以让
我们重新找回过年的快乐和
过年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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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降低经营成本，不少大
型企业实施零库存管理，这对
为其供货的中小企业提出了
更高的配送要求，不仅需要快
速反应，还需确保一定的库存
量，无形中增加了供应链上游
企业的经营成本。

——— 北京大学教授厉
以宁说。

市场效益压力会影响
出版社对纯文学类书籍的
出版。有些书我们看过之后
一致认为它写得很好，有文
采，内容好，艺术性也好，但
是这个作者要么名气不大，
要不就是他写的内容市场
不认可，所以可能就没有市
场，最终也就影响其不能与
广大读者见面。

——— 作家出版社副总
编辑张水舟说。

20年来累积的垃圾股
风险已经相当大，需要尽快
将这些“手榴弹”一一拆除，
否则，局部风险会累积成为
系统性风险。

———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
融研究所研究员尹中立说。

系统联网后，除了异地
罚款难逃“法眼”外，对于遏
制套牌车也有效；还能遏制
外地一些交警在执法中收
黑钱的情况。系统联网以
后，所有违法信息公开透
明，很难再“搞特权”。

——— 长安大学教授、北
京市交管局原副局长段里
仁说。

为什么我们说老外担心
的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这
些问题中国人很早就知道，
所有人都意识到的风险也就
不是风险了，真正的风险是
大家没有意识到的风险。

——— 中国社科院世界
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何帆说。

制度的监管离不开法
律的依据。法律终究只起到
一个底线作用，微博营销也
一样，只有触犯了法律的行
为才会启动相关的法律程
序。遗憾的是，目前对于微
博营销中出现的不正当竞
争或者恶意诋毁的现象，并
没有相对应的明确的法律
条文。

——— 上海泛洋律师事
务所律师刘春泉说。

虽然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传统的农业文明正在急剧转型，但围绕春节的家庭聚会却是建设新文明的良机。在在此期
间，少一点物质的来往，多一点精神的交流，或许可以让我们重新找回过年的快乐和过年的味道。

□陶功财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贴
出一份2011年北京市部分重
点小学“幼升小”的择校费清
单。清单显示，北京市景山学
校择校费高居榜首，高达25

万元；紧随其后的北大附小
18万元、实验二小17万元。据
记者了解，该择校费是北京
教委统一要求的数额(最高3

万元)以及人情关系费、中介
费等的总和。不少网友有感
而发：“这真是一个拼爹的时
代啊。”(1月19日《广州日报》)

时下，尽管反对收取择
校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但是面对教育资源不均匀的
今天，要想让择校费寿终正
寝也不太现实。事实上，去年
11月1日，教育部就通过官方
网站发布了《教育部关于治
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
问题的指导意见》，表示各地
要力争经过3到5年的努力，
使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
不再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
题。这其实也就是说，择校费
的问题在目前来说，并不能
得到马上治理。在这样的现

实语境下，择校费的问题必
将还会困扰着一大部分家
长，出现高达25万元的择校
费也就是必然之举。

当我们还在奢望择校费
寿终正寝的时候，这个在家
长看来“万恶”的东西正在逐
渐疯长，甚至一发不可收拾。
其实，在教育资源不均匀的
今天，在名校太少的前提下，
要想真正取消择校费并不现
实。事实上，就算取消了择校
费，必然会衍生出少招生、权
力渗入等等乱象，必然会让
更多的学生和家长的利益受

损，这恐怕不是我们想看到
的结果。

其实，要想取消择校费，
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
须确保教育资源均匀，至少
要做到差别不大，否则，免
谈。但是，一些名校收取择校
费，将这些择校费用于发展
学校，提高教师待遇等，必然
会让这所学校发展更快，由
此进一步拉大与贫困学校的
差距，这其实就是在加剧教
育不公。

取消择校费不行，不取
消择校费也不行，似乎这是

一道无解的题。但是，在笔者
看来，不妨让名校的择校费
得到“善用”，用来发展和帮
扶贫困学校，比如一个名校
扶持一个或者几个贫困学
校，尤其是那些接收农民工
子弟的学校，由此带动区域
内教育资源平衡发展。这其
实也就是赋予了择校费正当
性，也让择校费真真正正惠
及民生。倘若真能做到这一
点，那可真是教育的福气，也
是中国所有家长和孩子们的
福气，更是尽快实现教育公
平的重要保证。

不妨用择校费帮扶贫困学校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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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一路感受落差

编辑：
你好！
笔者老家在江苏南通，

因北京至南通仅有一趟列
车，每年的票极其难买。今
年，通过网络、电话、人力三
种途径尝试购票未果，只得
迂回上海回家。

下午2点整，G3列车从北
京南开出，晚6点48分准点抵达
上海虹桥站，1300公里路途用
了不到5个小时。沪上朋友接
到我后，连夜往家赶。从上海
至南通公路比较好走，但是进
入南通郊区以后，车明显开不
动了：一些道路路况条件不
错，却规定很低的限速；一条
道路路况相差无几，却被分割
成很多段，且每段限速不一，
你若不仔细观察每一区段限
速标牌，极容易吃罚单；一些
已投入使用的新建快速路，隔

离带、路牌设计都很不到位，
关于村、镇的指引过于宏观，
我们围着自家村子转，却半天
找不到通往乡村公路的出口。
最终，区区200公里愣是花去近
4个小时。其实，相比于转乘公
交，自驾车已算轻松。要是往
常，我需要从虹桥转车至南
通，从南通转车到我们县城，
再从我们县城转车至镇上，最
后甚至需要搭一段摩托车才
能最终到达。返乡的这最后

“一公里”，竟然这么难走。这
一路从城市到农村，各方面落
差之大令人感慨，这个差距又
何止“一公里”。

读者：苏京京

最温暖的感动

编辑：
你好！
1月17日《齐鲁晚报》报

道了《拾荒捡巨款，义还农民
工》，保洁员戚道昌那拾金不

昧的高尚品格，真的是令读
者动容，在这寒冷的季节，温
暖而又感动。

戚道昌的工作很平凡，
却做出了一件伟大的事情，
对于生活相对贫穷的他而
言，那9 . 5万元的现金是怎样
的概念啊？我相信，对很多人
来说，还与不还都要在心里
挣扎一番。可戚道昌却是义
无反顾地选择了报警，他说：

“丢这么多钱，人家咋过年
啊？”这是多么朴实的话语，
这是多么高尚的风格！我相
信，当戚道昌看到那么多钱
物归原主的时候，他心中的
石头也是痛快地落了地，能
够安安心心地过个年，虽然，
这年过得是依然清贫。

读者：黄礼宗

免费两天不过瘾

编辑：
你好！

《齐鲁晚报》1月19日报
道《我省高速路过年免费两
天》，对于这份节日“礼物”，
我作为司机高兴之余又觉得
不解渴，我想其他“有车一
族”也会有相似的感觉。因
为，免费期间恰恰是大多数
人合家欢聚的时候，那时仍
在路上的人已经不多。如果
能早几天推出免费措施，这
项实惠更容易落到实处。

现在，收费公路的弊端
日益显现，事实上阻塞着物
流、抬高了物价、侵蚀着百姓
利益，与此同时，政府财政收
入越来越多，已经跃居世界
第二，降低、取消公路收费，
就应该逐步摆脱对“贷款修
路、收费还贷”模式的依赖，
让公路的公益性尽快回归。

读者：王俊

“不省心”

是因为平时“不用心”

编辑：
你好！
《齐鲁晚报》1月19日刊

发专题报道《回家，买礼物
带年货都不省心》，我觉得
之 所 以 出 现 这 种“ 不 省
心”，可能是因为我们平常

“不用心”。现在，很多人把
过年期间的人情来往看得
很重，相互之间拎着大包小
包走动，既怕礼物不美观，
又怕礼物不实惠，为了送礼
真是挖空心思。但是，很多
时候，礼物到了，感情交流
却不能到位。如果一年之中
的多数时间都没有什么关
心 和 照 顾 ，只是过 年 搞 点

“礼尚往来”，这样的情谊
又有多少价值呢？如果平日
情谊深厚，彼此的礼物还真
有那么重要吗？所以，我建
议为礼物费心的人平时多
用点心，去关照那些应该关
照的人。

读者：贺明

>>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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