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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为增进与读者的互动 ,广开
言路，本报开设观点版 ,每周一
期。欢迎广大读者对发生在身边
的大事小事发表自己的见解 ,为
城市发展建言,为社会进步献策。
来稿信箱:dct6921@163 .com,互动
QQ群:190319560。稿件一经刊发,
即付稿酬。

征稿启事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到了。
每到此刻，多个部门会召

开会议，研究部署服务保障；涉
考学校如临大敌，全体师生进
入紧张状态；考点周边宾馆客
满，高考经济骤然升温；媒体关
注度陡然提高，镜头瞄准了每
一个考生。公交车设专线，出租
车献爱心，工地静音，交通管
制，有人甚至形容城市进入了

“高考时间”。

毋庸讳言，高考作为国内
最重要的选拔制度，影响了一
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对社会生
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全社会对
高考的重视，实际上就是对现
行考试制度的信赖和支持。今
年，德州有2 . 2万余名考生参加
夏季高考，德州一中、德州二
中、实验中学和县市区中学依
然是考生密集区。这两万多名
考生，将牵动城市生活的每一

根神经。
可似乎没人为全社会对高

考的付出算过一笔账。绕开考点
的私家车增添了不便，正常运转
的公交车受到干扰，多数酒店放
弃婚宴，建设工地静音停工，更
重要的是，更多家长离开岗位在
烈日下陪考，多个环节的生产和
服务缺位，这对社会效率带来的
冲击，远远超过了考试本身。

其实，我们历来倡导“平安

高考”，对于广大市民而言，不
因高考迟到旷工，不因高考耽
误生产，不因高考徒增烦恼，高
考期间平平安安，不出意外，保
持正常的生活秩序，这就是对
考生和高考的最大尊重。

每一个普通市民，尽量不
给高考添乱，也别因为高考而
改变自己的既有生活。

诚如是，则高考平安，城市
平安。

别让高考打乱正常生活
□郑德平

7年前，刚满60岁的我退休
证还没有办，就先到了“老龄
委”花了10元钱的“工本费”办
了个老年人优待证。为什么这
么急？因为街上的公共厕所都
有人守着收费，开始是每人每
次两毛钱，后来随着物价的上
涨一下子就涨到了每人每次5

毛钱。你想想，人老了身体上的
零件本来就爱出毛病，前列腺
增生是常见病，而得了这个病

最突出的症状就是尿频尿急。
于是，有事上街或者没事遛弯，
有事没事地就得四下里踅摸公
共厕所，好容易找到一个可以
方便的地方，等你急急火火地
想进门解决问题，结果被守门
人大喝一声：“交费！”如果经不
起这种突然的惊吓，弄不好还
会骤添个“尿结”的新病！也是
疼钱，也是嫌烦，更是怕气郁丹
田，于是就赶紧办了个老年人

优待证，出门上街常带着，嘿，
如厕方便不花钱。当时感觉一
个字：爽！

前年，德州市要创建国家
级卫生城市，全民动员，热火朝
天。再有事上街或者没事遛弯
时，就发现德州城的水也清了，
天也蓝了，树也绿了，路也宽
了。更让人宽心的是，街上的公
共厕所比原来干净多了，却没
有人再瞪着眼收钱了！男厕所

里小便池上方大都贴着“警示
语”：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于是老汉我步其后尘说：免费
一小事，惠民一大事！

时至今日，我们这里大街
上的公厕依然是免费如厕，方
便方便的感觉便成了如今的
流行语：很幸福。同时我老汉
又很想冲人自豪地喊一声小
品演员孙涛的经典台词：我骄
傲！

如厕不花钱真的很幸福

【一周评说】

□纪慎言

【一事一议】

据了解，财经、政法、金融、计
算机、生物工程、国际贸易、英语和
法学等多年来考生报考的“热门”
专业，目前已开始出现供大于求的
现象。热门变冷门，就业成问题，让
不少大学生很头痛。

◎以前老说农民种植跟风不
懂市场，现在才知道如果没有国家
宏观层面的引导，作为个体，万千
大学生及其家长面对市场时也慌
了神。

自从4月份大蒜陆续上市后，
蒜价滑入低谷。目前德州本地大蒜
已经成熟，但是不少蒜农因价格暴
跌不愿脱手，将蒜囤在家里“赌”价
格上涨。

◎回想前几年涨得让人心惊
的大蒜价格，如今的暴跌似乎给了
人们幸灾乐祸的理由。但不要忘
了，农民并非控制蒜价的黑手，他
们是生产链条上的第一环，如果利
益严重受损，未来“蒜你狠”还会上
演。

市民邢女士称，她的母亲在上
世纪六十年代在临邑一中上学时，
向老师万太宝借了10元钱。如今她
的母亲已经年过七旬，想在有生之
年找到恩师或是他的家人，表示迟
来的感谢。

◎人间自有真情在。10元的借
款，数十年的惦记，年过七旬的老
人用实际行动展示人间真情。让我
们致以最美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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