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过去的这个星期里，甘肃兰
州的一场供水危机备受关注。尽管4

月13日的检测结果显示，兰州三城
区自来水已恢复正常，但从水厂首
次检测出苯超标，到被污染的自流
沟被切断供水，问题自来水已经在
供水管网中流淌了18个小时，流进
了千家万户。

水务公司“无权停水”的说法，
兰州市委书记“问心无愧”的答复，
看似撇清了关系，实际却远非如此。

如果自来水是否合格必须领导拍板
决定，对输水管道的处理掺杂了地
方政绩等因素，自然难以快速有效
地作出反应，也只能加深当地居民
对用水安全的不信任。

从公开信息来看，供水企业的
反应显然是迟缓的。有报道显示，4月
10日下午，水务公司第二水厂首次检
出苯超标，而第一水厂的水是达标
的，污染源指向了两水厂之间的唯一
渠道——— 4号自流沟。而数年前兰州
地下油污干管超期服役的问题就已
被曝光，作为石化工业常见原料的苯
出现在自来水里，需要反复检查18小
时再作出切断供水的决定吗？更何
况，供水企业最基本的职责是提供达

标的自来水，既然已经查出有害物
质超标，为何不能当机立断？

自来水是否需要停用本来是个
科学问题，却被科学之外的因素左
右。例如在本次水危机中，该公司曾
有过“只能向主管部门汇报，由市政
府决定”的说法；而兰州市委书记虞
海燕11日8点出现在威立雅集团，3小
时后切断4号自流沟供水的事实，似
乎也印证了权力的决定性作用。于是
就有了这样怪诞的现实：处于供水一
线的企业无法阻止“问题水”流向城
市管网，自来水到底能不能喝，还得
市委书记拍板。低效的层层汇报机
制，再加上对地方政绩、领导声誉的
担忧，停水就成了一个必须“慎重”

考虑的问题。
在石油管道长期威胁供水管网

安全的情况下，当地政府确有必要作
出应急预案：供水企业能否第一时间
切断水源，权威信息怎样送达市民，
用水缺口又该如何及时补齐，都需要
制度化的安排。但是“应急”应该是应
市民饮水安全之急，而不仅仅是政绩
之急、面子之急。

发生在兰州的自来水危机，既
拷问了当地的应急管理，也让人们重
新审视垄断化、行政化的供水管理系
统。在运用企业力量提高公共服务效
率的同时，政府如何发挥作用，既保障
居民权益，又不至于成为掣肘因素，是
个值得深思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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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停用超标水用不着市委书记拍板

讲道德也要接地气
——— 聚焦乡村道德建设之一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本报评论员 赵丽

在泗水县圣水峪镇北东野村，
村西头尼山圣源书院举办的“乡村儒
学讲堂”颇有名气，曾经在正月里吸引
了三百多位听众，连走廊里都挤满了
人。就是平时，每逢开课，周边村庄的
老百姓去百八十人也稀松平常。

这样的人气，连村干部也感到
佩服。在他们印象里，农民最重视实
际，“除了干活吃饭，别的事不愿意
啰啰。”自从包地到户，尤其是取消
提留之后，村里就很少开会了，即使
开也招呼不了多少人来。

那为啥村民愿意舍出时间去听
课呢？当地村民的回答分外一致，

“讲孝道是好事，也和咱有关系啊！”
话虽简单，道理却深刻。这些年

来，乡村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但许
多人的精神和情感却处于空落落的
状态。就像地里的庄稼干枯了，需要
水分的滋润才能再旺盛起来。但是，
这水要浇实在了才有效果，浇错地
方，或者光湿湿地皮，还是不管用。

在基层一线开展优秀传统文化
的宣传普及活动，这方面体现得更
为突出。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反映
说，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其实非常
难搞，这倒不是说基层没有精神需
求。只不过农民最讲究切实利益，而
且还有自己的一套认识系统，有的

村民连电视都很少看，如果道德宣
教活动和他们的需求、想法“不接
茬”，那更是喊破天也白搭。

要想“接茬”，那必须得切合实
际生活。这首先需要清楚农民在想
什么，烦恼什么，需要什么。泗水县精
神文明办一位负责人介绍说，现在泗
水正在开展“儒风孝道”教育，原因之
一，就是考虑当地是劳务输出大县，
不少农村家庭都是男劳力出去打工，
家中只剩老人孩子和中青年妇女，家
庭关系处理对农民来说是个大事，弘
扬孝道思想农民愿意接受。

找准了农民的需要，还要用适
合农民接受的方式去供给。茌平韩
屯镇开设的“道德讲堂”，也是用传
统文化中孝义、仁爱、诚信、“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等理念来“诊治”村民生活中遇到的
问题。但要让村民乐于接受这些理
念，就特别需要注重贴近性。比如
说，什么是“五服”、“六亲”，什么是

“家长里短”、“婚丧嫁娶”？这些是农
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农村
伦理秩序的基础，从这些词入手，用
百姓话来讲授朴素的伦理道德理
念，农民更有兴趣听。当然，这就要
求，开展宣传教育时，必须得有实干
的劲头，不能图省事、走形式，不能
满足于简单的照本宣科或是弘扬口
号，而要投入心血去“经营”。

如果自来水是否合格必须领导拍板决定，对输水管道的处理掺杂了地方政绩等因素，自然难以快
速有效地作出反应，也只能加深当地居民对用水安全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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