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雷锋精神”当标签是一种误读
———“回望雷锋精神”之二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雷锋逝世50年后，中国
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改
变。市场经济带来了更多的
个人选择自由，经济的繁荣
令文化更趋丰满多元，人们
的价值观也在不断重塑当
中。在这个崭新的时代，我们
再次回望雷锋，应当以什么
样的口吻去描述这个年轻士
兵；那些温暖过几代人的故

事，又如何保持曾经的热度，
值得思考。

作为榜样出现的雷锋，
带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他出
身贫苦，很早就失去了父母，
但依旧满怀着生活的热情，
在不断地学习和锻炼中完善
自己，最终成长为一名优秀
的士兵。他的人生经历与内
心情感，很大程度上是那个
时代的浓缩与写照。站在今
天回望，他所说的一些话语，
因为失掉了当时的语境，似
乎不太容易被理解。

但这并不意味着，“雷锋

精神”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实
际上，“雷锋精神”所体现的
爱与奉献，并非雷锋独自享
有的专利。这些传统美德的
载体，也从来不仅仅是这一
位年仅22岁的士兵。在雷锋
之前，便有“勿以善小而不
为”的朴素古训做积淀；在雷
锋之后，亦有徐虎、李素丽、
杨善洲等道德模范来演绎。
甚至身为外籍人士的丁大卫
和卢安克，也在用行动践行
着“雷锋精神”。

在雷锋最亲密的战友乔
安山看来，雷锋不是大人物，

没有做过一件惊天动地的
事。他的最可贵之处，便是心
怀感恩的大爱，“把爱给大
家，爱所有人”。大爱，正是雷
锋精神最有价值的地方，这
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的结晶，更是全人类赖以生
存和进步的不竭动力。只要
这个世界还需要爱的温暖，
那么“雷锋精神”就能找到属
于自己的注脚。

曾经，一些人把雷锋的
形象理解得过于僵化，或是
贴上了太多的标签，仅仅把
他作为一个完美偶像去怀

念。这无疑是对雷锋，以及
“雷锋精神”的一种误读。近
两年的一些雷锋传记，公布
了他穿皮夹克、戴瑞士手表、
爱留长发、骑着摩托车在天
安门照相，甚至对异性暗生
情愫的人生经历，引发了舆
论一片称赞——— 一个心怀大
爱的人，当然首先是一个热
爱生活的人。

如果我们都能像雷锋一
样，把爱意播撒进生活的细节
里，那么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道
德失范、信任危机等痼疾，将
会得到极大缓解。多几个“雷

锋”一同行善，那么倒在车轮
下的老人或者儿童，将可能
得到及时救治。像“雷锋”那样
爱岗敬业，一些矿难或者重大
交通事故或许就能防患于未
然。如果觉得这些离自己还是
太遥远，那么不妨学着像雷
锋那样，减少点浪费，多学点
知识，快乐总会更多一些。

学雷锋不需要死记硬背
他在那个时代说过的话，也
不需要一板一眼地模仿他的
故事，我们需要的是在生活
中实践他不因时间而腐朽的
精神。

学雷锋不需要死记硬背他在那个时代说过的话，也不需要一板一眼地模仿他的故事，我们需要的是在生活中实践他不因因时间而腐朽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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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扬

深圳市龙岗区司法局局
长何旅华借考察之名率团到
上海、苏州、杭州公费旅游，
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5天行
程只有半天(实际只有两个
小时)用于公务活动，一行24

人花掉公款 1 4万元，人均
5800元。此事经媒体曝光后，
2月21日，龙岗区纪委(监察
局)发布通报，确认问题基本
属实，已责令参与旅游的人
员退回旅游费用，何旅华被
诫勉谈话并作出书面检讨。
龙岗区纪委表示，此事“正在

依法规、按程序作进一步处
理”。(2月22日《新快报》)

考察顺带旅游的事情司
空见惯，旅游顺带考察的事情
也不稀奇，但5天行程4天半用
于游山玩水的“旅游式考察”，
还是让人感到吃惊。为了何
旅华一行短短两小时的公务
活动，纳税人支付了14万元，
结结实实当了一回“冤大头”。

何旅华一行公费旅游发
生在去年9月，随后遭到群众
匿名举报，龙岗区纪委调查证
明情况属实。不管有无诫勉谈
话和书面检讨，反正直至今
日，何旅华仍坐在司法局局
长的位子上。今年2月20日，
知情人士在网上公开举报，

《新快报》记者跟进采访，此

时的何旅华仍然坚称“我们
是公务考察活动，而且经过组
织上批准”，甚至直到2月21日
龙岗区纪委发布通报之前，
他仍然对记者说此行是公务
考察，表现得跟没事人一样。

这里有两个蹊跷：其一，
如果何旅华早就被诫勉谈话
并作出书面检讨，何以直到记
者采访时仍坚称此行是“公务
考察”？其二，龙岗区纪委早已
查明何旅华一行公费旅游属
实，为什么直到现在还在研
究处理措施？公费旅游事实
确凿，《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
干部廉洁从政若干规定》摆在
那里，对照规定究责便是，需
要研究数月时间吗？一个率团
公费旅游的党员干部，还适合

坐在司法局局长的位子上吗？
这两个蹊跷合乎逻辑的

解释也许是：此前可能有诫
勉谈话之类的处理，但是，连
被处理者何旅华都心领神
会，这件事仅限于内部处理，
不对外声张，对外仍称是公
务考察；在龙岗区纪委眼里，
区区公费旅游乃小事一桩，
诫勉一番、检讨一下就过去
了，没料到好几个月前的事
情又被曝光出来，来不及“依
法规”处理，只好说正在“按
程序”处理，“按程序”是对之
前没有“依法规”的掩饰。

如此过分的“旅游式考
察”让人吃惊，如此遮遮掩
掩、轻描淡写的处理令人愤
懑。公费旅游浪费的是纳税

人的钱财，这不是某个单位
的“家丑”，理应向社会公开，
接受民众批评。公费旅游绝
不是小事，它是腐败之一种，
不仅违纪，而且涉嫌贪污。去
年，北京大学化学院的两名
教师就因将个人旅游费用以
学术交流、出差的名义报销
而被海淀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公诉的罪名就是涉嫌贪
污。公费旅游利用了职务上
的便利，占有了公共财物，符
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社会
舆论一再呼吁将公费旅游以
贪污论处，但呼吁一直没有
奏效。不将公费旅游视作贪
污犯罪也就罢了，如若在党
纪、政纪处罚上也心慈手软，

“旅游式考察”怎能不泛滥！

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
“小产权”房问题：一个是可
以向购房者收取一定的土
地使用费，作为集体的共同
基金；一个是国家对农民和
集体建房者要收取相应的
税收，建立房产物业税，把
它留给地方。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说。

我们不要轻易地去否
定下一代的作家，如果想到
我们年轻时，上一代的作家
也是在说我们如何如何，但
终究他们都被我们取代了，
早晚有一天，我们也会被年
轻的作家取代。

——— 作家阎连科说。

人人都有欲望，不可能
消除人的欲望，只能用对社
会有利的欲望去平衡对社
会无利的欲望。

——— 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李义平说。

保障性住房绝对不能
等同于救济房，应让刚毕业
的大学生有租房机制、渠
道，这些住房可以发展成地
方政府的良性资产，由此产
生的价值绝对不容小觑。

——— 清华大学教授李
稻葵说。

苹果改变了移动互联
网的消费模式，创建了一个
移动互联网的新生态。虽然
苹果很重视中国市场，但很
显然中国运营商仍然处于
国际分工链条的不利地位。

——— 工信部电信经济
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陈金桥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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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式考察”与贪污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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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相通过

编辑：
你好！
新学期开始后，我去书

城买书，看到许多家长请假
陪同孩子到书店买教辅书。
他们一本本翻阅，非要找某
个出版社的某个学科教辅用
书，很多家长辗转了几家书
店也没找齐。这些家长碰到
一起就抱怨：教辅书是老师
要求家长去买的。家长搭上
时间、车费不说，还容易买
错。与其这样，还不如交钱给
学校统一购买省事。

可我知道学校有自己的
顾虑：按照一费制的规定，学
校是不能代购和发放各种教
辅书和练习册的。所以宁可

让家长费时费力、冒着选错
版本的风险，也不敢越这个
雷池一步。以前看过一个故
事叫《抬驴》：父子二人买驴
回家，父亲骑驴儿子步行，被
路人指责为虐待孩子；儿子
骑驴父亲步行，被指责为不
孝敬老人；两人共骑一驴又
有人指责不体恤牲畜；两人
步行又被嘲笑为傻子，后来
索性父子两人抬驴进城。如
今学校方面的处境也与抬驴
的父子有些相似。指定某本
教辅书或练习册让家长自行
购买，有家长抱怨；收钱集体
订购，也怕有家长告状，两害
相权取其轻，索性劳累家长
落得自己干净。如果做某件
事按照最简单、最直接的方
式会被禁止，而用变相的手
段就可以通行，那么这种禁

止就显得有些机械了。希望
我们的监管部门能用一双慧
眼，识别种种变相。

读者：陈湘涛

不只“专柜”成摆设

编辑：
你好！
读了齐鲁晚报2月22日报

道的《一些大超市临界专柜
成摆设》，有些过期食品仍在
货架销售，快过期产品却进
不了临界专柜。对于大超市
的这种做法深表痛恶。大型
超市屡屡出现漏洞，充分折
射出监管部门的疏忽。近期
超市问题越来越多，标价与
买价不一，以次货充当好货，
赠品质量不过关。作为消费
者，如果在超市购物过程中，

合法权益受到伤害，要坚决
较真，不能只进行索赔就相
安无事，对于不合格产品要
坚决要求下架，或者进行投
诉，绝对不能让其再坑害其他
消费者。临期食品专柜开了等
于没开，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
不到保障。这就要求工商等部
门对商家的监管要有所完善,

对超市出售过期食品的行为
一经查实就要严惩,不断加大
惩罚力度 ,并给予公开曝光。
不定期抽查，定要给超市加一
套“胆战牌”，只有这样才能保
证老百姓的食品安全。

读者：高长广

高考的事不能耽搁

编辑：
你好！

读了2月22日《齐鲁晚报》
刊登的《“体育高考为啥还不
出方案”》消息，让人很是着
急。离高考越来越近，体育考
试怎么办，还不给出一个明确
说法，怎不让家长、考生心急如
焚。增加体育考试是大趋势，然
而办法不公布，学生就不安心，
对于备考是相当不利的。联系
前段时间的“换卷”传言，都
让家长、学生难以淡定。一考
定终身还没有完全改变，人
人都想有个更好的成绩，能
考入理想的大学。没有安稳
的备考环境，没有稳定的备考
气氛，对很多学生是很不利的。
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公布明确
规定，让考生们能够静下心
来，专心致志学习，争取最好的
考试成绩。

读者：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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