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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共同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和崇

高使命，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
闭幕。肩负着全国各族人民
的信任和期待，凝聚亿万人
民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党开
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
的伟大进军，开启了共创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
美好未来的崭新征程。

这次大会提出了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的目标，对推进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
水平，作出了全面部署。

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新
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一批德才兼备、
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进入中
央委员会，充分反映了我们
党兴旺发达，党和人民事业
后继有人。为了推进党的领

导层新老交替，为了党和国
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一批
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为党和
人民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同
志退出了中央委员会，表现
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表
现了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比
忠诚，表现了对党和国家未
来充满信心。全党同志向他
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
敬意！党和人民将永远记住
他们的历史贡献。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
首要政治任务，就是认真学
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贯
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自觉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八
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
凝聚到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
的各项任务上来。全党同志
务必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
持清醒头脑；务必增强创新
意识，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
精神状态；务必增强宗旨意

识，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
高位置；务必增强使命意识，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
色，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
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
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

党的十八大为夺取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展现了
更加广阔的前景，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展现了更加壮丽的前
景，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美好未来展现了更加灿烂
的前景。让我们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解放
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
坚克难，在推进伟大事业中创
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
愧于人民的新业绩，在面向
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的历史进程中争取中国共产
党人的新光荣。

据人民日报11月15日社论

前一段，幸福的话题引发热议。有人认为，与自己的过
去相比，感觉很幸福，但与他人相比，又感觉不幸福。这种
比较的一个重要尺子就是公平。因为不公平，所以感觉不
幸福，很多人正是从这个角度谈论幸福的。

在相当意义上说，不公平是生活的烦恼之源，是让人
们感觉不幸福的重要元素。相比较而言，人们对一些起点
性和先天性的不公平，会有比较大的心理弹性。对公众而
言，不能容忍的不公平，让人感觉不幸福的不公平，乃是权
利、机会、规则的不公平。

公平，这个亿万人民的幸福感要素，在十八大报告中
频频出现，成为一个突出亮点。表明党对人民关切的及时
回应，对社会矛盾的准确把握，显示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
心所在。如果我们把10年后的全面小康看作是幸福生活图
景的话，那么，从十八大报告的部署中，我们更看到了实现
这幅图景的公平路径。有这公平的建树，幸福感的质量就
会更高。(摘自《京华时报》，作者：吴乔)

封二

党的十八大通过了胡锦
涛同志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
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化为
全党的意志和行动纲领。实
现宏伟目标，需要全党全国
人民从现在做起，以奋发有
为的精神状态、脚踏实地的
工作作风、求真务实的工作
方法，投身于贯彻落实十八

大精神中去，努力开创党和
国家各项工作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确立
了科学发展观的长期指导地
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总布局，明确了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
标，并就实现宏伟目标作出
了全面部署，鼓舞人心，催人

奋进。按照十八大部署团结
奋斗，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必
将取得更大胜利，人民生活
必将更加幸福美好。

落实十八大部署，需要
切实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
十八大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
标。现在，距离这一目标实现
还有8年多时间，前景光明，

任务艰巨，只有埋头苦干，锐
意进取，才能完成历史使命。

落实十八大部署，需要
有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近
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的同时，
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使
党的执政能力面临诸多新挑
战。正确看待成绩，始终保持
不骄不躁、奋发有为的精神

状态，始终发扬勤俭节约、艰
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凝神聚
力，团结一心，不断创造新的
业绩。

落实十八大部署，需要
与时俱进创新工作方法。在
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将创造人
类发展史上的新奇迹。我们
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

路，遇到的很多问题没有现
成解决方法，只有以无私无
畏的勇气大胆探索、不断创
新，才能攻坚克难，夺取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美好的蓝图已经展现，
奋进的号角已经吹响。抓紧
工作，抓紧落实，向历史和人
民交上一份出色答卷。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切实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和很多同龄人不同，广
东“80后”小夫妻陈新华和吴
文苑的新婚别具一格。这对
新人计划用礼金购买520套
冬季校服，送给贫困山区的
孩子们。520象征着两个人许
下“我爱你”的誓言，而他们
的蜜月之旅，就是回到曾经
支教过的山村发校服，重温
相恋的日子。在网友的口中，
这被称作“最美的婚礼”，既
有对公益之心的称赞，也有
对这种婚礼风格的羡慕。(11

月14日《中国青年报》)

在现实生活中，尽管每
对新人都拥有不同的相恋经
历，但婚礼往往是相似的。通
常，酒店的星级、宴席的标
准、车队的规模，一切关乎面
子的因素都有不成文的标
准。

受到形式雷同的约束，
婚礼只能从排场上体现个
性，花销上的大小就成了体
现自己婚姻重要性的唯一标
准。在规模较小的城镇，婚礼
总在同一个酒店举行，宾客
们看着同一个司仪重复着老
笑话。而在大城市里，每逢良
辰吉日，星级酒店婚庆爆满，

长长的车队也成了堵塞交通
的风景。

那些从四面八方抽空赶
来的朋友，俨然成了路人，除
了敬酒时的寒暄外，说几句
知心话都成了奢侈品。原本
围绕着情感展开的盛典，真
正的情感却成了附属。模式
化的婚礼还透着“累”字，经
常可以听到长辈劝慰新人，

“坚持坚持，就过去了。”除了
账单外，婚礼很难留下些什
么。

正因如此，这对小夫妻
的行为才更令人感动。购买
校服总共花费5万元，远达不

到当前的婚礼“标准”。这特
殊的婚礼过后，留下了两颗
热衷公益的心，留下了与老
乡们的真挚情感。而对于山
村的孩子们来说，520套校服
就是520个家庭的希望，也是
一种爱的延续。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有
条件捐献校服，但这场婚礼
的最美之处就在于，既给他
人做出了奉献，也给自己留
下独一无二的回忆。每个人
都将走入婚姻殿堂，都会在
婚礼上完成自己的华丽转
身，在宾客散尽之后还能留
下什么，是值得思考的。

□田方

因常年坚持开“小处方”
医治了众多病患，河南省洛
阳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儿科
主任医师毋剑梅，拥有大量
忠诚的“爸妈粉丝”，她是洛
阳很多家庭的“编外成员”，
孩子从出生起，就由父母带
着找毋剑梅看病，直到长大。
(11月14日《杭州日报》)

从医几十年来，58岁的

毋剑梅经常用几角钱、几元
钱的小处方治好患儿的病。

“一角钱能治好的病，绝不用
一元钱。”这是毋剑梅的从医
理念。据介绍，加上检查、诊
疗、药费等，病人找毋剑梅看
病的平均花费只有20 . 8元，
单张处方均额只有16元，是
医院里处方金额最低的医
生。正如常年关注民生领域
改革的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
授樊明所言，“毋剑梅受追捧

不仅是对她精湛医术和高尚
医德的肯定，也反映了群众
对进一步解决看病难、看病
贵的热切期盼。”

毋剑梅总说自己“不就
那么点事”，这样的事，很多
医生都可以做到。但是，其他
的医生为什么不开“小处方”
呢？非不能也，乃不为也。这
不是医生的“良心”出了问
题。“绝大多数医生都是好
的。”毋剑梅一再表示。换句

话说，毋剑梅开“小处方”和
医生的专业水准无关。因为
无论是检查太多还是“大处
方”，都与医院的经济利益挂
钩，也与医生的个人收入挂
钩，当医院的收入要来自于
药品提成，开“大处方”就是
必然的选择，这是制度使然。
所以，要推动“小处方”，不能
光靠医生的职业道德和良
心，而需制度推动，否则，“小
处方”只能是个传说。

□佘宗明

11月12日，家在湖北农村
的张老汉，跑到南京看孙子，
不料儿子从车站接到他后，在
外面转悠，晚上带他去宾馆。
张老汉觉得是儿子嫌他穷，怕
带回家丢人，气得要连夜回老
家。据了解，儿子是被全家合
力供进大学，毕业后在南京成
家立业。(11月14日《现代快报》)

“子嫌父贫，不让进家
门”，这般情节，像是给家庭
伦理剧贡献新题材。贫父不
远千里来探子，却被“阔儿”

嫌弃，被抛弃的悲凉感，让他
失落又气急，甚至要连夜回
家。至亲之人，都被拒家门
外，悲哀难免充盈于人心。

斥责不义之举，可以理
解，只是，比起汹涌的道德口
水，审慎理性的话语更为重
要。不问细节，只凭臆想，就
抡起道德大棒，可能造成误
伤，也无益于根本性的反思。

窥诸新闻，儿子不将父
亲领进家门，的确不合常理。
可说儿子无情，似有不妥：无
论为父接风，还是带他下馆
子，都可以窥见“亲情滋养”

的影子。至于指控儿子无义
的唯一证词，是张老汉的“觉
得”。虽说它不乏解释力，可终
究有些想当然——— 假如，是儿
子确有苦衷呢？比如家中出了
坏事，为让父亲少些担心，所
以制造“善意的疏离”；抑或
是，儿子在成家后，并无多少
话语权，只能委曲求全。

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
经”，儿子不让贫父进家门，究
竟有着怎样的内情，我们不宜
妄断。凭着“城里人”和“乡下
人”的身份区隔，就嫁接“子嫌
父贫”的惯性判断，或许立错

了道德靶子。真相未明，“求
真”比贸然下定论靠谱得多。

“子嫌父贫”，或是假想
的道德靶子，可它之所以激
起一片义愤，也包含着人们
对现代家庭建构和传统伦理
之间内在紧张的困惑：在社
会流动、家庭结构变迁的背
景下，孝道重拾，到底该如何
避免“亲情隔阂”、“身份差
距”的冲击，才是值得我们每
个人认真思考的问题。

>>媒体视点

“最美婚礼”，奉献爱心也留下回忆

“子嫌父贫”或是假想的道德靶子

事件观

别让“小处方”只能成为传说

11月12日，十八大新闻中心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环
保部部长、党组书记周生贤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当记者提
及与环保相关的群体性事件时，他不但没有回避，还提醒
说，“你还没说PX问题呢！”一段时间以来，PX项目成了一
个敏感的词汇，逢PX必闹，逢PX必引发群体性事件，以致
很多地方官员谈PX色变。但偏偏是在举世瞩目的党的十
八大上，官员不但不避讳PX问题，还主动要求谈，记者不
提还主动提醒记者，这种敢于直面问题、直面社会矛盾的
精神值得肯定。

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能没有问题、矛盾、冲突，对于任
何执政党来说，能否勇于直面问题，并及时有效解决问题，
是衡量一个执政党执政自信和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有外
媒称，十八大是今年“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没有之
一”。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在新的历史时
期，率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创新、
直面问题、攻坚克难，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奋勇前行。(摘自《法制日报》，作者：秦平)

敢于直面问题 显示执政自信

改革首先包含了“突破”的含义，但又不光是突破，也
把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大量“改进”囊括进去。因
为改革不可能只有轰轰烈烈的转折点，还需要事无巨细的
高质量改进做充实。中国的改革远远超越了点的突破，成
为整个社会既深刻又稳健的变化、转型及发展过程。

今天在谈突破的同时，应给予改进更多的重视。改进
包含了对渐进性和承前启后的强调，它是中国每一项具体
突破后夯实改革成果、为新的改革贮存变量的日常过程。
改进做得越多、越好，突破的效果就越扎实，新的突破也更
容易，有些突破甚至会在不知不觉中积累而成。

改革既首先意味着人工开掘，也包含水到渠成的哲
理。中国的改革之路还很漫长，我们的后劲取决于对这两
个道理的娴熟把握。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没点平衡的智慧
和豁达，单凭任何一种激情，都不可能干成实现民族复兴
的大事。(摘自《环球时报》社评)

改革要突破，也需要改进

公平，人民的幸福感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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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lupinglu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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