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有多累，都要高高兴兴过年

这几天，越来越多的人踏上了
回家的路。年关临近，家已经成了
强大的情感磁场，吸引着无数出门
在外的人回去。无论风雨，都要回
家过年，媒体把这种执着的回归形
容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迁徙
活动”。

其实，回家过年不只意味地理
的位移，还有时空的穿越、情感的
激荡。过年连起了旧岁和新年，也
连起了传统和现代。在浓郁的年味

中，古老的文化和传统焕发出活
力，循着文化和血缘的脉络，我们也
更容易看清自己从哪里来。如果没有
过年，除夕和大年初一的生活也不过
是平常的过日子，但是因为过年，这
些日子就增添了许多意义。

年前，有爱好书法的好友在朋
友圈里晒自己手书的春联，赢得一
帮网友点赞。铺红纸，蘸浓墨，笔走
龙蛇挥挥洒洒，如果没有对传统文
化持之以恒的研习，恐怕很难体会
这样的自得。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离不开知行合一。现在因为提
倡弘扬传统文化，越来越多的孩子
开始提笔练字，但是如果将来书法
在生活中一无所用，即便有再多的
人临摹碑帖，恐怕也难以挽回传统

文化的没落。
文化的熏陶体现在“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过年则是传统文化
的具体操练。父母在除夕做一桌年
夜饭，对儿女来说是口福，也是家
庭饮食文化的传承。从老人的眼神
里，一向口无遮拦的儿童可以在守
岁的夜晚明白很多禁忌，逐渐对生
命多了几分敬畏。家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一个人的责
任感通常要从家庭里培养，然后能
谈修齐治平的理想。每次过年都是
一场精神的洗礼，使生命逐渐焕发
光辉。

当然，社会的巨变和文化的多
元也让很多人对传统文化产生疏
离，甚至找不到回归之路。每到此

时，在城乡之间“双栖”生活的农民
工经常搞不清自己家在何处，“双
独”小夫妻也难免纠结于回谁家过
年，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往大
家庭特有的年味的确是日渐稀薄。
因此，有些人不愿过年、害怕过年，
真的是过年如过关。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
古人。我们在今天的困惑，古人未
必没有遭遇过。此时过年无论有多
累，我们还当满怀兴致地去度过。
如果不习惯磕头拜年，打开手机发
或者抢几个红包都可以平添许多
过年的乐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
活，我们也当在前有古人后有来者
的历史上留下自己生活的痕迹。高
高兴兴过个年，就是我们的态度。

文化的熏陶体现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过年则是传统文化的具体操练。每次过年都是一场精神的洗

礼，使生命逐渐焕发光辉。

□袁浩

当压岁钱被一些人用到“官场”
上之后，其美好含义也就变了味
儿——— 表面看是年俗礼节，实际上
却是见不得光的行贿受贿。这种变
味儿的“压岁钱”，姑且称之为“压岁
钱腐败”。

从一些落马贪官的堕落轨迹
看，不少人正是在一个个充满温情
的拜访中混淆了感情与法纪的界限，
积小腐而成大腐、积小贪而成大贪。
成克杰从最初逢年过节在家收些烟
酒，发展到带着孙子向各级官员索要

“压岁钱”；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
“仅人情往来、红白喜事收入就有100

多万元，每年（别人）送给孩子的压岁
钱也有几万元”。可见，“压岁钱腐
败”看似不起眼，却是溃堤的蚁穴。

从“压岁钱腐败”中应当得到
两点启示。首先，反腐倡廉无小事，
作为领导干部，越是逢年过节越要
管住自己，管住自己的每一个细小
行为。再者，“四风”问题积习甚深，
具有很强的变异性和传染性，原来
的问题整治了，一些人又会使歪
招、搞变通，导致不良作风以别的
表现形式出现。

“针尖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
风。”因此，相关部门有必要从反对

“压岁钱腐败”入手，认真查一查还
有多少此类改头换面的作风问题
和违法、违纪现象，并切实加以问
责和惩罚，防止产生“一窗不补，百
窗必破”的“破窗效应”。这既是对
党员干部的必要保护，也是保证作
风建设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的必然
选择。

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应该换
个逻辑。

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2015

年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将成为主
线，但是比去库存更重要的是政
府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以往各地
政府或者提高房价，或者压制房
价，或者调控公积金等，甚至把手
伸到了微观领域，现在需要的是
尊重市场主体的意志，由市场自
行选择发展方向。

遏制环评腐败，首先要整合
环评“乱局”。

在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系教授包存宽看来，评估权是一
项重要权力，特别是在当前环保
工作受到格外重视的情况下，各
类“评估”背后实际上都代表了其

主管部门的权力和利益，甚至沦
为各部门争夺话语权、攫取部门
利益的一道关卡。为了确保政策
与规划决策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
目标与要求，必须对各类“评估”
进行系统梳理和整合。

“增长质量”应是摸得着的干
货。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
院高级研究员刘志勤认为，GDP

的变化可用数字给出答案，但
GDP的质量不只是提供几个“蓝
天”便可蒙混过关的。因为，“增长
速度”是个“看得见”的指标，而

“增长质量”则必须是老百姓可以
直接感受到的。既然地方政府都
希望提高“增长质量”，不妨在涉
及民生的问题上下足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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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压岁钱腐败”

□关开亮

过年回家，亲朋好友免不了聚
在一起。寒暄之余，聊聊各自的工
作和生活情况，谁谁加薪了、谁谁
升职了、谁家买新房新车了、谁家
孩子考了好成绩……和亲友分享
过去一年的收获和喜悦，以备来年
继续奋斗，这本是好事，但也有一
部分人，他们参加聚会的目的不是
分享，而是寻求心理上的满足。

讽刺的是，有些“成功人士”才
离开庄稼地没几天，便像换了个人
似的，走路开始摆来摆去，说话开
始神吹猛侃；有的刚考上公务员，
便一副官员做派，聊天处处打官

腔，以干部自居，时刻划清和群众
的界限；有的在北上广大城市工作
不过两年，便觉得老同学个个都是
土老帽，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老
旧，跟时代落伍了。

俗话讲，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过春节，图的是喜庆、热闹和团圆。
过去一年发展得不尽如人意的，不
妨调整好心态。和别人攀比，不仅得
不到快乐，反而只会让自己增添烦
恼，更会给新春佳节蒙上一层阴影。
而那些春风得意的，与其炫耀，不如
发挥自己见识广、人脉宽的优势，帮
乡亲们多出出发展的点子，比如帮他
们介绍对路的工作，这显然要比炫
耀更能体现“成功”的价值。

“成功”别成了炫耀的资本

葛公民论坛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近日刊文称，问责是助力各级党委、纪委正确履
职的“不二法门”。不过，有的地方“柿子拣软的捏”，比如类似的情况，问基
层不问“高层”，问“弱势”部门不问“强势”部门；有的地方在问责上有“凑
数”嫌疑，把不属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的事项也统计在内，原本严肃的
正风肃纪措施却为扭曲的政绩观所用。 漫画/张建辉

凑数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缺乏办
学自主权，教育和学术严重行政
化和功利化，舆论一直呼吁要把
办学自主权交给大学，并尊重教
师的教育自主权。可是，在介入学
校报道和监督时，不少舆论有时
也在扮演干涉学校办学自主权，
表面呼吁改革实质却在反改革的
角色，这必须引起反思。

对于教育改革，舆论应着力
监督政府部门和学校行政放权；
对于大学的办学，舆论当然可以
监督，但必须明确基本的原则。在
高校内，近年来都在推进行政权、
教育权和学术权分离，也就是说，
行政力量不得干涉教育、学术评
价、决策。除此之外，行政力量不
能干预教育和学术评价。很显然，
校外的监督力量，就更不能越俎
代庖，对学校教师的教学、学术研
究进行评价了。

舆论对学校办学的监督，主

要在教育经费的使用、学生权利
的保护等领域，包括报道大学出
现的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学术不
端现象，侵犯教师、学生权利的行
为，而对于具体的专业性质很强
的教育事务、学术事务，则不能干
涉，这包括设置学科、设置专业、
组织教育教学、开展学术研究和
国际交往等。

当然，正在探索自主办学的
大学也应该把向公众公开的办
学信息，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
开，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同
时，应该在学校具体办学中实
行以教育和学术为本的管理和
评价，这样，学校办学形成公信
力，社会也就尊重学校的办学自
主权。（摘自《中国青年报》，作者
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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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媒体视点

葛一语中的

非正常的维权方式在现实生
活中并不鲜见 ,其共同特点是 ,对
于个体来说权利的确受到了损
害 ,但在申诉自身权利过程中往
往是以损害其他人或是大多数人
的权利作为代价 ,最终结果一般
是多方共输 ,比如游客出国过度
维权、医生报复性拒诊等。

非正常维权方式的不断出
现 ,与法治建设日渐完善的大背
景下普通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有
关 ,但也不能忽视一些根深蒂固
的传统思维在左右着人们的行
为 ,这些负面因素包括重实体轻
程序、片面追逐潜规则、迷信人治
大过法治等。这些反法治因素与
日益浓郁的现代法治环境越来越
不合拍 ,并还在直接影响着人们
的言行 ,以致许多民间维权方式

看上去五花八门 ,总是难以摆脱
江湖色彩、草莽风格。

一些习惯中的负面思维不仅
存在于权利个体 ,在一些公共服
务主体、行政管理主体身上也时
有显现,诸如官本位思想、推诿扯
皮、形式主义、霸王条款等。以近
来媒体报道的一个“奇葩储户”为
例，如果不是银行服务态度差、出
现问题不给解决 ,又怎么会有人
愿意花时间一元一元存钱呢！

构筑全社会的法治信仰是一
项系统工程,需要共同努力。纠正
非正常维权方式固然重要 ,但如
果事先就能让那些过于激动的维
权者感受到权利真正得到了尊重
和保障 ,具有一种权利安全感 ,岂
不是更好?（摘自《法制日报》，作
者杜晓）

重视生活中的反法治因素

舆论和大学应各自守住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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