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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南澄迈县“阳光花苑”小区150套商品房被爆一房多卖，除1 . 4亿
元购房款下落不明外，2亿多元的团购预订金也被挪作他用。记者调查发
现，楼盘开发商“五证全无”，而诸多监管部门在该小区公开对外出售的三
年时间里变成“睁眼瞎”。(2月23日新华社) 漫画/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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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政治弥合不了乌克兰的撕裂

随着街头冲突的升级，乌克兰
国内的政治危机风云突变，总统亚
努科维奇离开首都基辅，奔赴东部
城市哈尔科夫，而前总理季莫申科
则由哈尔科夫飞抵基辅，现身广
场。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两位政治
对手在转折点的走向如同一个历
史隐喻，揭示了这个国家内部难以
弥合的撕裂。

从幅员上讲，地处中欧的乌克
兰是大国，但论经济实力，乌克兰
只能做大国的“小伙伴”。长期以
来，夹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乌克

兰，左右摇摆，左右为难。虽然两边
都有意拉拢乌克兰，依为屏障，但
目前还都没有真正拥抱乌克兰。乌
克兰东西部民众基于复杂历史形
成的文化隔阂加剧了政治分歧，
无论是向东还是向西，都很难在
短时期内成为政治共识。这些年，
乌克兰政坛走马换将显示了两股
势力的激烈较量以及幕后大国的
博弈。

长期存在的方向性分歧，因
为迟迟无法达成共识，反过来又
加重了民众的焦虑。危机蔓延到
街头，很容易超越法治框架，街头
政治就成了实现迅速翻盘的利
器。当年“橙色革命”如火如荼，很
快就引发了政权更迭，但是并没
有解决政治和经济的深层次问

题，摇摆的乌克兰依旧不得安稳。
面临转型的乌克兰似乎陷入了革
命的惯性之中，甚至表现得更加激
烈。之前的“橙色革命”还只限于和
平示威，这次却让乌克兰民众付出
了惨重的生命代价。

季莫申科卷土重来，乌克兰很
可能又要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了。
乌克兰能否从此走出危机？前景看
上去不容乐观。比起政权的换手，
凝聚乌克兰民众的共识显然更为
艰难。街头政治的奇效也许会引发
新的效仿。缺乏理性的对话，没有
共同遵守的法治框架，由来已久的
成见只会让这个国家表现得更为
撕裂。以局外人的眼光看乌克兰，
向东或者向西既非万劫不复的选
择，也非一步跨入天堂的选择。乌

克兰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恐怕不是
与谁结盟，而是促成国内民众尽快
找到达成共识的基础，以统一的国
家立足国际社会。

乌克兰的政治危机发生在欧
洲的心脏地带，全世界为之瞩目，
也当引起警醒。这个资源丰富的
欧洲大国与自己的邻国相比已经
有不小的差距了，究其根源不能
回避政治上的摇摆不定。这种幅
度越来越剧烈的摇摆，不仅耽误
了乌克兰实现转型的时间，也震
垮了民族的凝聚力。“治大国若烹
小鲜”，街头政治和暴力斗争或许
能让当事人在当时体验到胜利的
快感，但是如果逐渐形成解决政
治分歧的路径依赖，那么最终或将
无胜者可言。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对许多人而言，“故乡”正在远
去，甚至已经难以找回。最近，甘肃陇
南市康县山根村王坪社的“王坪爱乡
会”引起外界的关注。参与这一“爱乡
会”的是20多位年轻人，他们围绕守
住家乡的习俗、传统和美丽风光，开
阔村民的眼界等进行了种种努
力。(本报今日B01版)

乡村文化一旦没落，受影响的
不仅仅是在此生活的农民。广袤的
乡村之中不仅有青山绿水，还有独
特的历史文化印记，以及慈善道德
观、守望相助的人际关系。这些构

成了大部分国人情感和精神上的
“根”，根一旦断裂，人们的精神家
园就容易枯萎。如何留住故乡之
美，如何让乡土文化进入和延续在
城镇化进程中，已经成为一个迫切
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这些年来，关于农村的话题不
断进入公众视野。著有《中国在梁
庄》一书的作家梁鸿曾花费数月重
返家乡进行调查，发现乡村内在的
颓败和精神涣散已超出自己的想
象。她接受访谈时说，“从表面上
看，现在的乡村盖了新楼，道路畅
通，吃穿不愁，表面上很繁荣，但实
际内里千疮百孔。比如教育、生态
环境、老人赡养、夫妻感情等问题，
都处于困顿的状态。”梁鸿描述的
是她本人家乡的现状，但类似乡村

在中国还有很多，“乡村向何处去”
已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众多，但
有两点尤其值得关注：一是在相当
一段时间以来，城市如“磁场”般吸
引资源集聚，农村的人力物力财力
不断向城市流动，却极少有回流，
由此产生“空心化”、“边缘化”的趋
向，这在一些偏远地区的村庄表现
更为明显，一些村庄只剩下骨架，
活力丧失；二是，在城乡建设过程
中，一些地方政府只从经济层面来
决策，重物质轻精神、重数量轻质
量。伴随村落的消失，乡村的文化
传统、价值理念也一并湮灭。固有
的秩序已被动摇，新的生活方式又
没能建立起来，消费主义、享乐主
义趁虚而入，朴素的伦理道德却日

渐衰落，随之出现了诸多失序行
为。

去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湖北省
考察时说，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
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
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
农村、记忆中的故园。中央城镇化
工作会议也提出“让居民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对
于当下的乡村建设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当然，“把根留住”需要一个长
期的过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协调和
互动，不仅各级政府应有作为和担
当，有能力、有意愿的公民和社会
组织的行动也很重要。记录和守
望，传承和保留，现在尽早努力，才
能避免失去故乡时徒留悔恨。

“爱故乡”是对单向城镇化的纠偏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科学和教育本是科学家、学者
和教师的事业，应当由相应的共同
体来实行自律和自治。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郑戈表示，“去官僚化”是减少上述
领域腐败现象的治本之道。因为，有
行政干预存在的领域，都有可能出
现权力寻租。而过于相信所谓监督
机制的作用，其实是另一种“权力崇
拜”，为腐败提供着新的社会心理温
床。

如果你在伦敦搭出租，司机和
你谈白金汉宫的事会被当作一种滑
稽。

企业家王石近日接受采访时表
示，泛政治化的思维已经成了影响

很多人的文化状态，而中国要走向
现代化，则需要现代意识和现代组
织形式。企业家应该做的就是发挥
企业家的精神，不是仅仅“在商言
商”，在企业管理方面也要警惕自己
身上的专制作风。

“苍蝇”如果挥之不去，一天到
晚就在眼前飞来飞去，心情真的会
很糟糕。

说这话的是浙江省诸暨市球山
村的村支书许琦，在从企业家转型
成为村官的几年里，他目睹了不少
村官借卖地中饱私囊的情况。在他
看来，越是基层的腐败，越是切肤之
痛，权力空间极大的村官，更需要法
律和制度的约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这几天，患怪病不能排便
的滨州两岁女孩早早，牵动了
很多人的心，很多热心读者为
早早捐款捐物，询问病情也送
来祝福。23日，早早身体有了些
许好转，在医生的建议下，她接
下来将去武汉同济医院接受治
疗。(详见本报今日A06版)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既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也是推
动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道德
力量。正是这些发生在身边
的、鲜活的故事，让人们感受
到了倡导和谐友善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而通过人们
的共同努力，建立起团结互
助的良好氛围，对每个人都
将起到保护的作用。

这些给女孩早早提供帮
助的人，虽然采取的方式不
同，但都表达着自己的善良与
爱心。在这之中，既有捐款捐
物的，也有打来电话询问病情
的，还有人通过短信、邮件送
来了“偏方”。无论采取哪种方
式，也不管捐款的数量多少，
他们带来的关心与友善都是
无价的。而这种积极向上、互
帮互助的氛围，更是为这个陷
入困境的家庭，带来了新的希
望。让人们感到欣慰的是，女
孩早早近两天的身体状况已
经有所好转了。

或许会有人说，女孩一家
的困难根源于一个“病”字，光
靠人们的爱心解决不了问题，
这种说法显然是片面的。的确，
在尚不完善的医疗保障之下，

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是一些人
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拿女孩早
早来说，为了给她治病，家里甚
至已经卖掉了房子。然而，社会
保障制度的完善并不是一朝一
夕的，更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帮
助那些面临危机的人走出现实
的困境，别让冷漠加深了身上
的伤口。正因如此，互帮互助、
和谐友善的力量显得更为重
要，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良
好社会氛围，更是对每个人的
保护。

当然，社会氛围的形成，离
不开每个人的努力，个人的抉
择也会对社会产生重要的影
响。有些人就沉浸在“世风日
下、人心不古”的感叹中无法自
拔，这种想法一旦付诸实践，很
可能形成坏风气的恶性循环。
然而，从女孩早早的经历来看，
社会上并不缺少善良的人，和
谐友善、团结互助的氛围才是
真正的主流。那些一味强调社
会环境差，为自己的冷漠甚至
见利忘义做辩护的人，也该从
中做些反思了。是在冷漠与相
互提防中内耗，还是用善心和
热情筑起共同的价值理念，决
定权就在自己手中。

当伸出援手真正成为一种
习惯，成为人们自觉自愿遵
守的行为准则，整个社会风
气也会为之一新。在这样的
氛围之下，得到保护的不只
是女孩早早一家，而将是我
们每一个人。

葛齐鲁视点

人人伸援手，最终人人受益

“治大国若烹小鲜”，街头政治和暴力斗争或许能让当事人在短时间内体验到胜利
的快感，但是如果逐渐形成解决政治分歧的路径依赖，那么最终将无胜者可言。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赵丽

葛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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