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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百姓逼到市长热线上，当问责

头条评论

如果您对烟台身边事觉得不吐不快，对自己的经历见闻有话要说，或者对烟台城市发展有自己的建议，或者读罢本报新新闻后想
谈谈看法，我们的话题版都在等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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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昌宏(福山区)

近年来，各地普遍开通了市
长热线。市长热线犹如领导与人
民之间开通的直达快车，涉及不
少事关国计民生和群众切身利益
的急难问题。热线一通，有关部门
很快就会出面予以解决，因此，不
少地方的市长热线热得很。对于
开通热线的政府来说，这固然是

一项为民解忧的好举措，但引为
笔者经常深思的是：市长热线到
底应不应该越来越热？

据笔者所见，市长热线之所
以越来越热，并非百姓就是乐意
劳驾市长，大多是因为他们要求
解决的问题，或被有关部门推而
拒之，或在有关部门久拖不决，或
在几个部门之间“踢皮球”，无奈
之下，不得不求助于市长热线。你
瞧，明明是一些职能部门和基层
党政组织完全应该按其职责范围
及时为民解决的问题(而且是能
够解决的)，为什么非要把百姓逼

到市长热线上，等到市长敦促下
来才肯去办呢？即使是需要几个
部门和单位协调解决的事情，也
没有任何理由把百姓拖到市长热
线上。可见，真正该“热”的线根本
就不该在“市长”那儿。

要让市长热线凉下来，愚以
为也并非难事，首要要强化对职
能部门和基层党政组织的国家公
务人员的执政为民的宗旨教育，
使其真正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
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观念。其
二，严格对国家公务人员的岗位
责任制、首接责任制、承诺制和失

误责任追究制的监督和查处。当
前的问题是，若查看某些单位的
这些制度一样不缺，而对某些

“推、拖、拒、踢”者的责任却追究
不力。我看，千追万追，最应追究
的是误民之责。不妨把那些不关
心群众疾苦，总是把百姓逼到市
长热线上的人动点真格的：对那
些总是等“挨了鞭子才肯过河”的

“驽马”干脆卸套。此法如能落实，
职能部门的国家公务人员为民排
忧解难的自觉性定会增强，百姓
自然不用事事再求市长热线，那
才是真正值得欣慰的。

小灵通昙花一现

王维娴(蓬莱市)

笔者2002年的那款小灵通，
后期一直为父母所用，因为屏幕
和数字键大，十年的寿龄，因为没
有维修的了，所以够得上寿终正
寝了。鸟枪换炮，父母一直都不怎
么习惯用手机，从别处划拉个小
灵通，信号弱还爱断，最后不得不
宣告小灵通退役。

之后，听说超市里有拿小灵
通换个不锈钢盆的，把两部旧点
的换了，略新点的留着没舍得，似
有期待东山之念。

如果说小灵通是时代的产
物，并被时代所淘汰，那么昙花一
现，拥趸客户则要适应大势所趋，
不要被飘零所伤最好！

母亲节送点新礼

吕富苓(莱州市)

母亲节到了，希望给母亲送
点新样的礼品。

送个手机吧。如果条件允许，
就送智能手机，可以上网的；如果
暂时条件达不到的，就把你淘汰
下来的送给妈妈，教她会用。不要
听她拒绝，她打心里是喜欢的，她
也会在人面前显摆儿女的心意。
送台电脑吧。同样，不要听她拒
绝。在我们老年大学里，80多岁的
老人学电脑的劲头十足。

请做儿女的逗引妈妈享受点
高科技，天天有个好心情。

一家之言

毛旭松

看了5月8日齐鲁晚报《今日
烟台》的封面照片，怎能不让人
感慨。既为这位学生能够咬牙坚
持跑到终点的精神感到高兴，也
为现如今学生的身体素质有所
下降感到忧虑。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中小学校园里多了不少

“胖墩”，平时上课还不觉得有什
么差异，到了体育中考就让“肥
胖问题”凸显。

前不久，我曾经在一所学
校目睹过中学生上体育课。让
我惊讶的是，虽然那天天气晴
好很适合运动，但只有少数几

个人在打着半场篮球。大部分
学生三三两两聚一起聊天，绘
声绘色地讲着最近玩的游戏。
想起当初上学时，大家对体育
课的急切期盼，非常珍惜一周
只有两节的体育课，很少见到
足篮排不玩却在一旁聊天的
情形。

生活水平高了，吃的东西好
了，反而却不爱运动了。孩子们
除了上学去辅导班，回到家也是
不爱运动，一屁股坐下来能玩上
一天的游戏。光吃喝不锻炼身
体，体育中高考面前，只能累到
气喘吁吁。甚至更让人心痛的
是，常听到中小学生跑步猝死的

报道。
以前中高考没有体育，现在

加了进来，能否提升学生的身体
素质还难下结论，毕竟有很多学
校面对体育中高考，使出来的还
是“临阵磨枪”这类绝招，但至少
能够让孩子们走出教室锻炼身
体。体育课常常被老师当成是副
科，临近考试或者天气不好，体
育课就会被主科取而代之。体育
课逐渐弱化成课程表上的一种
摆设，老师着急要成绩忽略了体
育课，学生天天玩游戏也丧失了
不少好动的天性。

当然，体育进中高考的象征
意义远大于实际价值，更像是一

块敲门砖，推动青少年体育锻炼
能够做到循序渐进。如果学生整
天被题山卷海压得喘不过气来，
哪还有时间去进行体育锻炼？如
果家长整天为孩子成绩升降操
心烦神，哪有心思过问孩子的体
育锻炼？如果学校是陷入唯分论
无法自拔，哪有精力去引导孩子
的体育锻炼？所以，想让孩子能
够提高身体素质，就得把喊了多
少年的素质教育坚决落实到实
处。

正如教育部体卫司司长王
登峰所言，体育进中高考只是现
在的无奈之举，身体素质的提高
还是要从娃娃抓起。

把体育课还给活泼好动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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