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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灾区排涝工作已经完
成。当地群众踩着还没干透的
淤泥进入田间大棚，开始了
灾后重建。脚上沾了泥巴，脸
上满是汗水，忙忙碌碌的身
影看上去可能有些疲惫，但正
是这些坚强不屈的身影，在抗
洪救灾中勾勒出了灾区最美的
图画。

台风导致强降水，洪灾来
得很突然。在最危急的时刻，广
大基层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和
许许多多的普通群众冲在了第
一线，他们临危不惧、奋不顾
身，守护着灾区群众的安全，有
人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面对
汹涌的洪水逆流而上，他们并
非不知危险，而是自觉扛起了
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灾情就是命令，面对突来

的洪水，基层党组织首先是冲
不垮的战斗堡垒，党员干部不
能坐等、不能观望。为保住村
子，上口镇广陵一村支部书记
董文杰挖路引水先淹自己家
的养鸡场。平时说起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有些人可能
感触不深，但是看到这名党
员在面临利益抉择时的先公
后私，就能真正明白他的信
仰是多么坚定。抢险救灾是
政府部门的职责所在，洪水
来临，作为公职人员更要履
职尽责，真正“为人民服务”。
在救援被困群众的路上，两位
年轻的辅警魏泽坤和孙超献出
了生命。“有困难，找警察”，为
了践行这个承诺，命都搭上了，
面对这样的公职人员，群众怎
么能不打心底里佩服。洪水在

考验着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也
在考验着群众。事实证明，寿光
群众没有被洪水冲成散沙，他
们守望互助，在乡村之间筑起
了一道坚实的道德之基。紧急
时刻，上口镇口子村村民李新
江开着自家装满沙子的卡车顶
住了闸板，保障了村民的安全，
却没顾上自家的厂子。没有哪
一条法律规章要求他必须这样
做，也没有哪一个人强迫他必
须这样做，只有内心的善良和
做人的本分在召唤着他，驱使
着他。

经过暴雨和洪水的洗礼，
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最
美的。他们不仅守卫了自己的
乡亲，也守护了自己的精神家
园。我们要给他们至高的荣誉，
赞美“最美”的他们，也要从他

们的事迹中汲取精神力量。无
论是干部，还是普通党员，无论
是公职人员，还是普通群众，这
个“最美”群体的每一个人都用
舍己为人的行动诠释了“为人
民”的担当。洪水来临时先保群
众生命安全，纵是毁掉自家财产
也不犹豫，这就是以人为本；洪
水挡路时先考虑群众能否救得
出来，纵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
不动摇，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国而忘家，公而忘私”，
在新时代有了新的诠释。在
抗洪抢险中凝聚而成的救灾
精神，将成为寿光灾后重建
的动力源泉。我们坚信，洪灾
中映现的“最美身影”不会就
此定格，还将继续鼓舞寿光
人民在灾后重建中取得新的
胜利。

扛起了担当，才映出“最美身影”

□曹林

进入9月，公益话题日渐
升温。现在，几乎所有的企业
都在谈论着公益，这与10年前
的言必谈“赚钱”和“上市”形
成鲜明的对比。会议论坛冠以

“公益”之名，总会让人肃然起
敬；一个人的名片上有个公益
头衔，总让人对这个人的人品
多一分信任。不过，在我看来，
中国公益越来越成熟，与这些
表象上的热闹和浮华无关，而
是更多体现在人们对待公益
慈善的心态上。

比如，公众看待公益和慈
善的心态越来越成熟。过去，
公众对公益的态度很容易随
热点事件而摇摆，很任性，因
为一两个丑闻就不捐不参与
了，因为一两个正面事件又在

“坚强”“不哭”中热情高涨，堪
称“情绪化公益”。但近年来这
种任性正在消失，人们会唾弃
某些私德不彰的公益人，但不
会任性地移情到对公益事业
的怀疑和否定。

更重要的是，公益人对
公益的心态发生着微妙的变
化，把公益当成一种独立的
事业，而不是依附于“企业社
会责任”。比如一向积极投入
公益的马云最近在2018“XIN
公益大会”主论坛上一番讲

话，就代表着一种公益新理
念，他说，公益不是为了做给
别人看，而是你自己相信，参
与公益，自己才是最大的、真
正的受益者。他毫不留情地
批评“很多公益榜本身就不
够公益，因为它们是根据捐
款多少来排名的”。他若有所
指，说得很尖锐，企业不能一
边生产对社会有污染、有毒
的产品，一边到年底捐点钱
做慈善。

这些理念，代表着中国公
益的一种发展趋势——— 去功
利化，与企业形象脱钩，从而
成为一种独立的、不信赖于

“企业形象塑造”这个功利和
公关追求的存在，变成企业和
社会一种内化的基因。这就是
看得见的成熟。

毋庸讳言，过去很多人看
待公益的视角是很功利的，只
是把公益当成企业社会责任
的附庸。虽然这些追求对公益
没什么坏处，也在客观上推动
了公益事业，但总让人觉得公
益只是一个附属品，是做给别
人看的，与初衷和本体相悖。
公益不应该成为镀金的工具
和“塑造形象”的花瓶，而应该
内化于心，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和信仰。

世道变好的一个标志，
不仅是投到公益上的钱越来

越多，而在于参与公益的人
越来越多，如马云所言，公益
与慈善不同，慈善以给钱为
主，公益也需要钱，但是光有
钱远远不够。慈善在于给予，
而公益在于参与，用心和时
间付出点点滴滴的行动。花
钱是简单的，但是做出行动
不容易。

中国公益的成熟正在于
此，在像阿里、今日头条、腾讯
之类大企业的带动下，投入公
益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只是
个人的参与，更是一种制度
化、组织化、系统化的参与。比
如阿里，不仅承诺每年将年收
入的0 . 3%作为公益基金，更重
要的是那些在捐钱之外的投
入：2017年度阿里巴巴平台商
家公益账单显示，阿里平台上
每6个卖家里，就有1个是公益
人，并带动了四分之一中国人
做公益，“亲”已经成为互联网
时代最大的公益群体。还有蚂
蚁森林、魔豆妈妈、公益宝贝
等等，让很多白领养成了“种
树”的习惯。

从镀金标配内化到企业
基因，再到去功利化的人人参
与，见证着中国公益的成熟。

（作者为媒体评论员）

葛大家谈

去功利化见证着中国公益的成熟 滴滴全程录音应尊重用户选择权

□何勇

8日，滴滴上线车内录音服
务功能，使用滴滴快车等服务
前必须先授权录音安全保护功
能，才可以正常叫车。

从法律角度说，滴滴专车
上线全程录音服务功能，甚至
安装监控摄像头，这都并无不
妥。因为滴滴网约车不同于私
家车，属于营运车辆，是公共
交通工具，实质上是公共场
所的一个延伸。从这个角度
说，滴滴全程录音或者安装
监控摄像头，实质上是对公
共场所的监控，并不是对私
密空间的监控。

换句话说，只要滴滴不泄
露全程录音的信息，切实保护
好乘客、司机的个人隐私，滴滴
全程录音服务功能就不该被指
责。但是，滴滴网约车以及出租
车又不同于一般的公共场所，
他们在具备公共场所的性质的
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私密性。这
决定了对网约车、出租车等公
共交通工具的监控，不能简单
比照对广场、超市这类公共场
所的监控，必须顾及网约车、出
租车的私密性，考虑到广大乘
客对个人隐私保护的需要。更
何况，即便滴滴不泄露全程录
音获取的用户隐私信息，但不
排除滴滴内部存在有偷窥欲的

员工，没事调取录音信息或偷
听等特殊情况的发生。

因此，笔者以为，在保障用
户、司机安全的同时，滴滴全程
录音也应尊重和保障用户的选
择权，不宜直接剥夺用户的选
择权。当乘客觉得乘车很安全，
并不需要进行全程录音时，应
当有权拒绝全程录音服务，而
不是不选择全程录音服务功能
就不能乘坐滴滴。而且，用户在
乘坐滴滴网约车时，在什么时
间段开通录音服务，应当由用
户自己选择，可以选择全程录
音，也可以选择在发生纠纷时
适时进行录音，这在技术上都
不是难事，不必非得全程录音。

事实上滴滴作为互联网企
业，最大的优势是互联网技术。
在保障用户、乘客合法权益上，
尤其是保护乘客、用户的人身
安全上，除了学习出租车的全
程录音监控等传统办法之外，
更需要运用好互联网技术，
要让互联网技术来为用户、
司机保驾护航。比如，系统可
以根据用户的出发点和目的
地预设行车路线，并协同实
时路况系统，在没有发生堵车
等情况下，只要行车路线偏离
预设路线，网约车系统平台就
要进行预警，防范可能发生的
意外事故，这就相当于用雷达
监控飞机航班。

葛公民论坛

当汹涌的洪水袭来，广大
基层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和许
许多多的普通群众冲在了第一
线，每一个人都用舍己为人的
行动诠释了“为人民”的担当，
这些“最美身影”将继续鼓舞寿
光人民在灾后重建中取得新的
胜利。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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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子，口子，老少爷们儿抓紧时间撤，水哗哗的，水没法堵啊，抓紧时间撤
啊！”洪水来临时，他在微信群里的喊话，被村民们称为“最美声音”。整日奔
波在救灾一线，一周多没回过家。

寿光上口镇副镇长、广陵总支部书记

赵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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