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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像吴斌那样珍视职业操守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6月4日，杭州市政府宣
布，“最美司机”吴斌被省人
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并
追授为省劳模。同时，杭州
全市开展向吴斌学习的活
动。与此同时，万名杭州市
民走上街头，与吴斌的遗体
做最后一程送别。“最美司
机”美不在完美无瑕，而在
于他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刻
坚守住了自己的岗位，捍卫
一名司机的职业操守。

吴斌生前一定从未享
受过如此高尚的荣耀。作为

一名司机，他的一生应该没
有太多耀眼之处，无论如何
溢美，都躲不过“平凡”两
字。他是一个汽车司机，只
是本分地在自己的岗位上
做到很职业，既不违规操
作，也不违章行驶。如果不
是那 1分 1 6秒钟的悲壮谢
幕，或许很少有人能注意
到他。

但吴斌的可贵之处正
在于，他将自己的职业操守
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且最
艰难的一刻。面临猝不及防
的意外之灾，身受重创的吴
斌强忍身体上的巨大痛楚，

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工
作，保证了车上乘客的生命
安全。正是这种对本职工作
一以贯之的投入与热爱，让
他在危急关头，超越了生
死。

古人说大丈夫要“贫贱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吴斌
在生死关头恰恰体现了“不
移”“不屈”的精神，所以他
虽然身份卑微，仍然能做出
震撼人心的壮举。从保护学
生致残的教师张丽莉，到救
人溺水牺牲的军官沈星，再
到冷静面对灾祸的司机吴
斌，平凡人之所以能做出不

平凡的事情，是因为他们都
很好地坚守了自己的职责。
这种尽职尽责的职业精神
正是今天的社会最宝贵的
精神财富。如果做商人的都
能坚持诚实守信，做医生的
都能不惜代价去维护病人
的生命和健康，做教师的都
能把学生的健康成长放在
第一位，做记者的都能把新
闻的真实客观作为职业追
求，做公务员的都能把廉洁
奉公当做不可亵渎的操守，
整个社会的风气必然会有
大的改观，所谓的道德滑坡
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死者长已矣，再多的褒
扬和追思，也终究唤不回吴
斌的生命了。但从他身上，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宝贵的
启发。人无完人，一个人立
足社会不可能在方方面面
都做到完美无缺，我们也无
必要对他人做道德绑架，但
每个人都应该清楚自己无
论何时都不能放弃的职业
操守以及对他人无可推卸
的责任，如此才不负“公民”
称号。

让敬业成为一种习惯，
这或许才是我们对吴斌最
好的纪念。

封二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官员作“秀”通常都会
受到舆论的指责，但《人民
日报》6月4日反弹琵琶，在

“七日谈”栏目中发表潘俊
强的评论文章《“秀”应成为
官员必修课》。该文称，“秀”
是中性的，官员要面对群
众，要和群众打交道，形象
展示就是不可避免的。

诚如潘文所说，“秀”是
英文单词“show”的音译，有
表演、展示的意思，是中性
的。其言外之意，大概就是
人 人 皆 可“ 秀 ”，明 星 能

“秀”，官员也能“秀”，通过
作“秀”可拉近与群众的距
离。但这种笼统的一概而
论，显然模糊了官员与明星

的本质区别。演艺明星作为
社会公众人物，确实需要在
公共场合作“秀”，并且一般
都会展示正直、善良、博爱
等正面形象，以此向公众传
递积极的社会价值观。而在
私下里，不少演员也有着并
不是那么亮丽的一面，他们
或许褊狭，或许自私，又或
许冷漠，甚至还可能有种种
不可告人的恶习，但为了自
己的形象和事业，他们必须
学会作“秀”。这颇有些“人
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意味。
而官员却无作“秀”的必要，
假如官员也像明星一样，把

“秀”作为职业必修课，人前
一套，背后一套，一旦被群
众和媒体戳穿，随之倒塌的
将不只是官员的形象，更有

政府的威信。
如果官员一定要选一

门必修课，首先要选的应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尽
职尽责做好工作。所谓全心
全意，就是要发自内心地关
心群众疾苦，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不掺杂自己的好恶和利益；
所谓尽职尽责，就是做好自
己的本职工作，不错位、不
越位、不缺位，既不能辜负
了群众的期望，也不能逾越
了自己的职责。

潘 文 为 证 明 官 员 作
“秀”的益处，特别举了两位
官员的例子，一位是在微博
邀农民工吃饭的陕西省公
安厅副厅长，另一位是每天
骑车送女儿上学的安徽芜

湖市副市长。这显然只看静
态画面而无视动态过程的
误解。事实上，这两位官员
都以自己的行动证明这并
非作“秀”。那位副厅长接受
采访时也说，自己并非只是
公安厅副厅长，还有“省法学
会副会长”的身份，并且长期
关注“三农”问题，以请吃饭的
方式直接了解农民工是顺理
成章，根本就没想过“秀”的问
题。那位副市长骑车送女儿
上学，只是在尽做父亲的责
任，更不是要“秀”给谁看。

这些年群众反对官员
作“秀”的呼声日渐高涨，根
源并非群众观念滞后或者
说官员“秀”技不佳，而是在
很多地方确实出现了一些
只会作“秀”的官员，在工作

中他们喜欢唱高调、耍花架
子，热衷“政绩工程”、“形象
工程”，却没用心思去了解
真实的民情民意，也谈不上
为群众排忧解难。群众刚一接
触这种官员，也许会被短暂的

“秀”所迷惑，但很快就会感到
失望。前段时间，深圳的公务
员上街擦皮鞋，显然就是犯
了越位作“秀”的毛病，因为
这样的“秀”既坚持不下去，
也没有推广的意义。

如果真像潘文的期待，
作“秀”的观念最终深入官
心，那么将来呈现的未必就
是“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
动，消除隔阂”，倒很有可能
是一些官员以需要作“秀”
为理由，振振有词地对抗群
众批评和舆论监督。

保护孩子视力

编辑：
你好！
当前，学生视力问题已

成为家长的心病。“六一”儿
童节期间，很多影院上演的
少儿电影，也是以3D为主
打，让家长孩子少了选择，
只好不得已去看3D影片，
让孩子的视力雪上加霜。6

月3日《齐鲁晚报》刊登《要
票房还是要孩子视力?》的
稿子，正视了这一问题，同
时曝光了部分影剧院受经
济利益驱动，减少了2D电
影的放映场次，让孩子、家
长不得不看3D影片。希望
电影院能肩负起社会责任，
不要只顾经济效益，伤害了
孩子。 读者:李洪嵩

也要处理责任人

编辑：
你好！
据6月4日《齐鲁晚报》

报道，6月3日上午，陕西榆
林市20辆超标公车在榆林
市人民大厦公开拍卖，拍卖
所得将归财政。榆林市公车
治理领导小组相关人士介
绍，多辆违规公车“已超出
部长级标准”。国家对于公
车的采购、管理、使用早有
明确规定，并且是三令五
申。但至今有些单位有些人
仍然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想怎么买就怎么买，想怎么
用就怎么用。对于超标购
车、公车私用，既要处理车，
也要处理人。对于那些超标
购车、公车私用的责任人也
要公开处理，以儆效尤。

读者：葛瑞原

官员必修“全心全意”，而非“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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