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嬉笑怒骂

名嘴说事

和来探望的朋友聊天总会
情不自禁提及那句老百姓的大
白话——— 人没有吃不了的苦。细
想之下，道理何在？苦让人清醒、
自省和奋起自救，因此根本上是
益人的，尽管过程折磨人；福则
容易让人沉溺、自满和膨胀，让
你不知不觉中自毁，因此，才会
有“享不了的福”之说。

——— 康伟平(媒体人)

什么叫建设性意见？我是
北京市民，我说现在车太堵，路
不好走，这就叫建设性意见。难
道还让我们画图怎么建立交
桥、怎么改善路口、怎么修红绿
灯？这是我们的事情吗？纳税人
养着这些人，他们就得有办法，
没有办法就要下来。

——— 崔永元(主持人)

年轻人扫雪该一马当先

大雪过后

你出门扫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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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路逍遥子：大雪过后，银装素裹。雪景虽美，但是妨碍
了出行。小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为了你我他的出行方便，
你到楼下扫雪了吗？

漫画：孙雪娇

@盖大楼的树：不得不
感慨咱们烟台市政扫雪的
力度，从芝罘到莱山，主干
道都是干干净净的，和没下
雪似的，真是辛苦了！

@客观看世界：雪大得
实在是超出想象，无奈个人
能力有限，只是将自己单元
门前到小区干道间扫出一
条小路，楼上的住户进出起
码可以不用踩着没脚脖子
的积雪了。以前下雪，楼上
楼下邻居经常一起扫雪，但

目前这样的情景少了。不过
目前的家庭有扫雪工具的
也真不多，看着这样的大雪
也只有叹气的份了。

@搜索前进：我清晨一
早就起床扫雪了，把我店门
口扫得很干净。路上行人都
循着我扫过的地方走。很有
成就感。

@ssc0130：上午上班，
下午在自己楼下扫雪了，扫
完浑身是汗，很舒服，也不
冷。

@胖胖不老：中午遇到
了几位农村来的，问了一下
说是被雇来扫雪。市里人口
越来越多，拿起扫把扫雪的
越来越少。主要干道都是由
政府出钱打扫，楼前楼后也
由物业承包。很多忙碌的现
代人连自扫门前雪的意识
都失去了。

@不冒烟的财主：俺起
得晚，出门一看街坊邻居家
都扫了，俺家是最后一个。

来源：17路论坛

新闻：2009年郑州一对兄弟
在某鉴宝节目的海选现场找专
家鉴定家传古画。专家说古画是
赝品。随后，在专家的牵线下，两
兄弟以17万元将古画卖给了专
家的朋友。一年后，他们发现这
幅古画竟拍出了8700万元高价。
最终，这对兄弟将专家及其朋友
告上法庭。目前，警方正搜集证
据。(北京晨报)

点评：人人都能鉴宝，却没
有人来鉴定专家。

新闻：如果以“重口味”著称
的麻辣香锅所用辣椒，竟是从垃
圾桶里一个个用手捞起来的，你
还觉得它美味吗？前日，一市民向
记者提供了几段她在洪记麻辣香
锅双桥子家乐福店打工时拍摄的
后厨视频。视频中，一名员工徒手
从装满剩菜和废纸的垃圾桶里捞
起辣椒，再回收进另一个干净的
不锈钢桶内。(广州日报)

点评：从震惊到镇静，从愤
怒到麻木，食品安全问题屡屡曝
光，现在看，某某食品绿色安全
好像才是新闻。

新闻：20多天前，河南郑州
市中州大道的高架桥下，民工刘
红卫在寒冷、饥饿和疾病中死
去。现在，中州大道已全线禁止
民工住宿。据网友爆料，在部分
路段，有关部门还设了花盆和铁
栅栏以防民工落脚。(新民晚报)

点评：无论露宿还是等活，
政府都没有权力强制驱离民工。
政府应该做的是搞好服务，方便
民工等活赚钱。

新闻：从1月1日起，全国铁
路将实施新票价，新的票价内不
含有强制意外保险。据悉，高铁
下调后的票价已经出台，降价幅
度并不是以前猜测的票面价格
的2%，而是0 . 5元至4元之间，以
南京为例，南京到北京高铁票价
下调1 . 5元。(现代快报)

点评：原来的保险费占票价
的2%，取消后降1 . 5元，票价到底
是涨了还是降了？

扫雪，不仅是利人利己的活动，还是健身强体的机会。年轻人应该向父辈们学
习，把自扫门前雪的好传统一代代继承下来发扬下去，积极投身到扫雪大军中，为
城市更美好贡献一份力量，岂不乐哉！

□段玉文

扫雪大战多是“老将”出马，
在市民自发的清扫队伍中，四五
十岁就算年轻的了。(本报12月24

日C02版报道)

这条新闻让人又喜又忧。喜的
是大雪过后，市民们并没有作壁上
观，而是积极投身到扫雪中去，为交
通顺畅和城市清洁贡献一份力量；
忧的是扫雪队伍中，鲜见年轻人的
身影。不想扫雪的年轻人以后也会

变老，扫雪岂不是后继乏人了？
“自扫门前雪”是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古人都知道“一室
不扫何以扫天下”的道理。东汉
时有一少年名叫陈蕃，自命不
凡，一心只想干大事业。其友薛
勤见他独居的院内龌龊不堪便
说：“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
他答道：“大丈夫处世，当扫天
下，安事一屋？”薛勤当即反问
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无
言以对的陈蕃幡然悔悟。道理就

是这样简单，身边小事都不想
做，门前雪都不想扫，怎么能做
好本职工作，创大业成大事？

下雪后，人人拿起扫帚，先把
自己的门前扫干净，很快就能把条
条道路连起来，为自己也为他人创
造了出行和生活的便利，这是一股
凝聚起来的巨大力量。那种认为小
区有清洁工、马路有环卫工，用不
着自己动手的想法，是一种冷漠的
偏见。清洁工环卫工毕竟力量有
限，就是日夜奋战，也难以很快把

雪扫净。人在雪上走，车在雪上轧，
积雪成冰路滑，造成出行不便，道
路拥堵，还极易诱发安全事故，受
到牵连的是每位市民，包括有些不
爱扫雪的年轻人。

扫雪，不仅是利人利己的活
动，还是健身强体的机会。年轻人
应该向父辈们学习，把自扫门前
雪的好传统一代代继承下来发扬
下去，积极投身到扫雪大军中，为
城市更美好贡献一份力量，岂不
乐哉！

□李大鹏

2012年，烟台人经常挂在
嘴边的热词都有哪些？自本报
面向 烟台读者征集“烟台2012

年度热词”以来，连日的大雪让
“雪窝子”现身热词榜。

24日，网友“嘚吧嘚”在微博
上留言：雪窝子、清雪、追尾。22

日下午到23日的大雪，让港城

成为白茫茫的一片，“雪窝子”
名副其实，烟台的清雪工作也
得到了市民的广泛认可。

虽然下大雪，但也没挡住
汽车的脚步，路上的追尾事故
时常发生。

2012年,烟台市民口中的热
词都有哪些呢?烟台市今年发
生的大事小事,哪些令人印象深
刻 ,并被大家深刻牢记?哪些人

物的出现令你感动至今?哪种
社会现象逐渐演变成了热词?

读者朋友,如果你是关心时
事的热心人,如果热词改变了你
的生活,您不妨归结一下,可@今
日烟台的新浪微博,或者发送邮
件至jryt002@163 .com参与。本
报会在征集结束后进行统一投
票,选出2012年烟台热词TOP10,

届时将有惊喜奉送。

“雪窝子”热词榜上有名
“2012烟台年度热词”@今日烟台新浪微博或发送邮箱参与

热词征集

评报区

除了深恶痛绝

更应严加惩治
回应《两辆假出租车套同一副假
牌》

两辆假出租车套同一副假
牌，惊叹之余，也让人触目惊心。
假出租发生意外时，乘客的赔偿
保障从何而来？交通意外、违法违
章时，“假牌”肇事者逃之夭夭、逍
遥法外，法律的威严从何谈起？受
害者的权益又该如何讨回？当然，
意外和交通事故都不是我们想看
到的，可面对假出租，除了深恶痛
绝更应该严加治理。(朱晓楠)

“自扫门前雪”

利己又利人
回应《扫雪大战多是“老将”出
马》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
雪飘”，一场大雪，有喜也有忧。最
大的忧愁是，这场大雪给人们的
出行带来了不便。

除雪一方面使交通更加畅

通，让人们回家的路更加好走，不

仅方便了自己，更方便了他人。另

一方面，除雪增进了感情，试想男

女老少在说说笑笑中一会儿就把

雪清除干净了，在除雪中增进认

识和了解，获得了友谊，何乐而不

为呢？

除雪不需要多长时间，利用
茶余饭后的一点时间就能做好。
除雪也不需要多少设备，一把锨、
一把扫帚就能积雪清走，关键是
想到了没有，行动了没有。(蔡毅)

一大堆理由

难消一大堆积雪
港城有“雪窝子”之称，下雪

就会积雪，积雪就得扫雪。大街
小巷的积雪不可能全部靠清雪
车来完成，还得依赖人工来清
扫。事实上，所谓的“人工”往往
都是中老年人。扫雪人人有责，
让中老年成为扫雪大战的主力，
对于年轻人而言，应该深思和检
讨。扫雪是个体力活，扫帚加铁
锨逐点逐面地清理，不可能一蹴
而就；另外雪地里跐溜打滑的，
最揪心的是老年人一旦出现意
外，摔跤跌倒往往会造成伤害。
年轻人身强力壮，理应一马当先
冲在扫雪的第一线，但却鲜见身
影。

那么年轻人在忙啥？年轻人
很忙，理由可以罗列一大堆。但事
情再忙时间再紧张，这些理由都
在长辈主动扫雪的事实面前站不
住脚。清扫积雪，举手之劳，看似
小事，小事不小，因为小事做不
好，大事未必能做了。希望今后再
逢雪天，年轻人能冲在第一线，成
为自发扫雪的主力军和生力军，
带领大家伙齐心协力在第一时间
把积雪清扫干净。(于华)

烟台话题是本报面向烟

台市民的评论专版。如果您

想对咱烟台的事儿说上几

句，评上一段，欢迎您的来

稿，见报即付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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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群：109068544或227966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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