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价地震救援少带些个人情绪

万万没想到，尼泊尔的8 . 1级地
震，竟然引发了国内网络舆论的一
场激烈交锋。有褒扬中国救援力量
并为中国护照强烈点赞的，也有诉
说救援不力、中国游客无依无靠
的。这不免让远离地震灾区的人们
凌乱——— 到底该信谁的？

完全可以想象到的是，对救援
或褒或贬的言论都有真实的成分。
道理很简单，在这样一场灾难之
中，每一个身处地震灾区的中国
人，遇到的恐怕都是不同的情况，

每个人自身的体力、忍耐力以及生
活经历又千差万别，也会影响对救
援工作的主观感受。往往越是在消
息纷繁复杂的情况下，越需要冷静
理性看待问题，评价地震救援工
作，还是少带些个人情绪为好。

在这里面，那些所谓的“正能
量谣言”已经充分证明了其扰乱救
援工作的能力。包括比较“著名”的持
中国护照免费登机、中国航班霸占跑
道等，确实迎合了一部分人的期待，
个人情绪上来了，便不分青红皂白转
发起来。只可惜，谣言的广泛流传也
让很多不明真相的中国游客涌入机
场，把原本有序的救援安排也打乱
了。那些诉说救援不力的声音，或
许正来源于此，因为听信谣言期望
过高，才导致了过度的失望。

至于那些滞留机场或是未能

联系到救援人员的游客，揪住救援
工作的不足之处不放，更多的是在
释放那种因灾难引发的糟糕的个
人情绪。说句不好听的，风平浪静、万
里无云时，航班都未必能够准时准
点，更何况发生了如此大的强震。再
看加德满都，连地面交通都无法恢
复，连最好的公立医院都濒临崩溃，
来自中国国内的救援再有力再及
时，也难免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的现状就是如
此，每当有一批中国游客乘飞机回
到国内，同时也带回部分游客滞留
的消息。没有必要夸大中国力量，
好像护照一挥就能把强震的影响
抹平；也没有必要因为遭遇了短暂
的困难，就把救援工作说得一无是
处。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以最真实客
观的信息，为今后的救援工作提供

借鉴。
因此，对于此次救援中政府果

断有力的应对举措，该称赞的地方
就要称赞，身处灾区的中国游客需
要听到好消息，稳定的情绪和坚定
的信心是应对灾难所不可或缺的。
至于部分游客缺衣少食的现象，或
是个别机票代理商趁机涨价的做
法，同样也没有必要回避，认识到
问题所在，救援工作的开展才能有
的放矢。

中国是幅员辽阔的大国，不可
避免要面对一些突发的自然灾害，
再加上国民的脚步遍布世界，抗灾
救援的行动也会不断扩大范围。经
历过灾难洗礼的国人应该养成从
容镇定的心态，既不放大痛苦，也
不掩饰问题，以有序高效的救援向
世界展示更良好的国家形象。

每一个身处地震灾区的中国人，遇到的恐怕都是不同的情况，这也会影响对救援工作的主观感受。

往往越是消息纷繁复杂，越需要冷静理性看待问题，评价地震救援工作，还是少带些个人情绪为好。

□刘博皓

近日最高法公布《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明确法院可直接认定“红头文件”
是否合法。（4月28日《新京报》）

按照之前的规定，行政诉讼
的范围只是局限在“具体行政行
为”，而与“红头文件”相关的抽象
行政行为不在其中。如今的“红头
文件”可以被法院认定合法与否，
无疑是一个亮点。只不过，根据最
高院的司法解释来看，当前对于

“红头文件”的审查，还只是局限
于个案中的考量，缺乏对公益诉
讼的法律支持。

通常而言，一纸“红头文件”，

往往会衍生大量的具体行政行
为。如此之下，公民个人在提起行
政诉讼时，提出审查“红头文件”
合法性虽属个人事项，实则与很
多人的利益相关。频繁审查某个

“红头文件”，其实无形中浪费了
诉讼资源，增加了公民诉累，更让
法官背负了沉重的压力。

面对这种现象，就需要摒弃
个案视角，将“红头文件”的审
查结果，当作类似个案的参照标
准。这就类似于环境保护诉讼中
的公益属性，在个案中照顾更多
人的利益。那么，这就需要从法
律制度层面上，进一步完善和优
化，为“红头文件”审查纳入公
益诉讼范畴找到法律层面的支
撑依据。

□龙敏飞

在本届政府做出“三公经费”
只减不增承诺的背景下，已经披露
2015年预算的90多家中央部门里，
绝大多数都主动压缩了“三公经
费”预算，但也有部分部门“不降反
升”。（4月28日《中国经济周刊》）

众所周知，三公经费一直是公
众关注的焦点，不为别的，只为监
督纳税人的钱用于何处。一直以
来，三公经费高、不透明都饱受质
疑，如此情形下，本届政府对三公
经费的承诺是“只减不增”，显然符
合民众期待。

当然，凡事无绝对，缩减三公
经费是大趋势，但这并不等同于每

一个部门的三公经费都减少，也就
是说，即便在“只减不增”的现实承
诺下，出现一些政府部门的三公经
费增长，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三公经费不降反升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信息不透明。只要
三公经费的每一分每一毫都能
经得起监督，一些部门的三公经
费有所增加就没有问题。因而，
对于三公经费而言，不怕不降反
升，就怕公开不力。只要三公经
费公开得足够详细，就不怕公众
无法监督；只要公众能监督到，
就不怕三公经费滥用；只要三公
经费不滥用，其不降反升也可以
理解……可以说，“高”不是三公
经费的问题，“不公开”才是。

审查“红头文件”宜摒弃个案考量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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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放松仍需平稳有“定力”。
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

于学军认为，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体制机制方
面的原因，单纯“降温”并不能消除
病灶，解决需要多种措施配套实施，
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警惕有些人把“新常态”扩大
化，当作不作为的借口。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
任杨伟民表示，新常态绝不是消极
不作为，有的人把新常态扩大化，什
么都是新常态，觉得新常态了，政府
不用干事了，速度下滑也不用管了。
现在应该做的是，做好工作进而引
领新常态。

低碳社会的基础是城乡一个个
低碳“细胞”。

在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
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看来，低
碳发展不仅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还会带来社会治理和人们思想
观念的深刻变革。每个“细胞”都能
达到低碳水平，才真正有利于促进
低碳建设。

应该给基层改革者以制度保
障，保障他们不因改革而吃亏。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处副处长姜
志勇认为，推动改革需要改革者具
备相应的权力，改革者只能在自己
的权属范围内进行改革。基层干部
面临的改革环境很复杂，不是有决
心就行的，而利益、权力、财力及制
度保障问题是其中最为主要的难
题。对于那些积极推动改革的干部
来说，国家应正视他们的难题，要更
多做好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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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投标的关键是守规矩

长期以来，招标投标领域政
出多门、政令繁杂，坊间素有“红
头文件满天飞”之叹。形形色色
的“土规矩”、“潜规则”，不仅影
响了招标投标的严肃性、科学性
和公平性，也留下了权力寻租、
钱权交易的漏洞，社会各方面反
映强烈。

有规矩是招投标管理长效、
有效的前提。招标投标涉及各个
行业、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是
一种利益关系的承接者和载体。
也正因为如此，它也成为部分地
方政府和部门频频“伸手”的“重
灾区”。为了让“心仪”企业中标，
种种离奇规矩层出不穷，阻碍了
资源自由流动，也抑制了市场活
力充分释放。

严格来说，此前各地各部门
对招投标监督的环节并不是没
有，但不少流于形式、软弱无力。
正常的监督，必须有严格的制度
和技术保障。有鉴于此，一方面，
要明确今后招投标规定的制定
和修订，必须接受公众质疑、质
询和评估。用制度之力，确保公
众对招投标规则、流程做到心中
有数。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国
家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投入运营。通过新手段、新科技
的引入，让招投标信息公开起来、
透明起来，杜绝招投标过程中的人
为因素和暗箱操作。招投标涉及面
广、参与度高、利益关联度高，能不
能真正做到有规矩、可监督，不仅
是各级政府简政放权成效的试金
石，更是广大市场主体参与经济
活动信心的助推器。(摘自《经济
日报》，作者文章)

葛媒体视点

葛一语中的

评论员观察

三公经费不怕升，怕不公开

□崔滨

其实我不想对津门京剧名角刘
桂娟指手画脚，毕竟人家最近已经
够烦了。不过，谁让人家坐拥放眼全
国都是珍惜罕有、价值连城的点翠
头面呢。而且，这翠蓝灵动、光华流
溢的饰品，一定要从活鸟取羽的血
腥中孕育而出才够范儿，如此残酷
与华美的交织，估计见者都有不吐
不快的槽。

而且毫无意外，众人对点翠头
面的评论，都集中在了工艺太过残
忍血腥，不能为了艺术而不尊重动
物之上。也难怪，时移世易，我们对
体面的定义，已然不再是简单的铺
翠销金了。

既然说到此一时，彼一时，对点
翠头面如何评价，也最好放在具体
的时代坐标中去审视。往大里说，自
从人类成为万物之灵长，如何利用
我们身边的动物、植物资源改善生
活，就是一部人类的历史。

远了不说，就说十几年前，鲁西
南就有“叫汤驴肉”这一“名吃”。而
所谓“叫汤”，就是活驴现割，在驴声
哀嚎中烹肉煮汤。而这一做法，当地
人还声称是传承唐朝传统，女皇武
则天的宠臣张昌宗，就爱吃炭烤活
驴。而那时，并没有人说这是侵犯驴
权，各地还有慕名者争相效仿。

之所以能整出这么些折腾动物
的法子，其根源无非“名”“实”二字。

“实”，就是要吃饱喝足，维持生存，
有条件了，就要吃好喝好。活驴碳
烤、生吃猴脑这些如今我们看着血
腥残忍的吃法，往上追溯跟人类老
祖宗茹毛饮血也差不多，如果那时
候站出来一个原始人，说你们这么
吃太不体面了，还是等着烤箱微波

炉发明出来再吃吧，那估计祖先早
就饿死了，也就没我们什么事儿了。

而从“名”的角度看，就跟点翠
头面专挑稀少难捕的翠鸟下手一
样，我们为了体现尊卑贫富，也难以
克制绞尽脑汁让动物难受的念头。
比如说在西方，紫色曾被叫做“皇家
紫”，就是因为这种颜色很难配制，
只有财大气粗的皇家才能用得起。

不过，这种“皇家紫”是提取自
海中腐烂的骨螺，染成布后反复晾
晒洗涤都难以除去恶臭与腥气，你
就可以想象整日穿着如此紫衣的皇
族贵胄，一边强忍恶心一边展露雍
容，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虽然扯得和点翠头面不大沾
边，但理儿都是一样的，不管在什么
时候，至少在现在，我们都必须要利
用动物和植物来维持生活，发展文
明。唯一的区别，就是时代不同了，
我们的技术手段和道德评价标准也
不一样了，如何加工处理动植物，如
何看待加工处理动植物的方法，也
会随之变化，也就是眼下人们都在
讨论的“动物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点翠头面不
过是一个过去时代的小纪念品，它之
所以被我们讨论，不过是它与京剧这
门艺术有所关联，并因为一个从业人
员从艺术角度的感慨，而进入舆论的
中心；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更符合
这个时代道德评判标准的制造工艺，
能够更和谐地与自然相处。

但因这个小巧的点翠头面而起
的争论，也并非小题大做，它提醒了
我们，只有与时俱进，平衡利己与利
他，才能既美了头面，又不失体面。

事关头面，更关体面

试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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