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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家离土各塔埠市
场挺近，经常去那买菜，
但是市场的秩序实在是
令人担忧，摊贩摆摊没有
秩序，乱哄哄的挤在一
起。市场里的道路也不
好，有些地方路面坑坑洼
洼，下雨天更是雨水泥水
混在一起。不能说没人管
理，但是总是没有什么成
效，治理力度不太够，方
法也不完善，希望城管部
门能够采取更为合理且
妥善的方法来治理。

(聪明的脑袋)

薛城的环城公交车
只有1 0 1、102、105路，而
且102和105路的班次少，
有时候收车早，如果晚上
乘坐高铁根本就没公交
车回市区，坐出租车费用
又比较高，而且有时也不
是很容易等到。公交应该
设置固定站点，不到站不
停，按站停车这样最好，
但是薛城的公交车都是
随叫随停，有时一点的距
离就停好几次，这样一弄
很耽误时间。

(逆风而过)

驾德这个问题大家似乎说
过很多次了，笔者还是想说说，
有些私家车司机在车辆行驶时
往车窗外吐痰、扔垃圾的事情。
在高速公路上随意扔垃圾不仅
造成坏境污染也给其他车辆带
来不便，高速路上的垃圾不易
打扫，也让路政人员很辛苦，尤
其现在是冬天。在市区从车内
往外吐痰，有风的时候很容易
刮到周围的行人身上，这是特
别 不 文 明 也 让 人 很 恼 火 的 事
情。希望有这些行为的人能够
自觉，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戴帽子的黑框框)

揭牌从简倡务实新风
葛 石平

去年年末岁尾，高新区张范
街道举行一个别开生面的揭牌
仪式，市区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
责人出席该仪式。让人耳目一新
的是，在揭牌仪式上只有三项短
议程：市区领导为“中共张范街道
委员会”和“张范街道办事处”揭
牌；高新区管委会领导在仪式上
宣读了设立张范街道的批复；该
街道党委书记韩耀辉同志作了致
辞。前后揭牌时间不过五分钟左

右。没有鞭炮锣鼓，没有仪仗和彩

旗，没有红地毯和纪念品，有的不

过是在办公楼挂一个红布横幅祝

贺而已，这种务实简约、高效快

捷、静悄悄的揭牌仪式不浮躁，不

折腾，让人感受到一种务实的作

风、一种清新的风尚。

为政贵在行，以实则治，以
文则不治。中国道家创始人老子
有句名言：“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意思是做大
事必须从小事开始，天下的难事
必定从容易的做起。不久前，中央
政治局制定“改进工作作风、密切
联系群众”八项规定，每一项内容
都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从每个
细节出发，通过实实在在的举措

改进党风、转变作风，为每位党员
干部树立了模范和表率。八项规
定凸显一个鲜明的主题：力戒浮
躁，求真务实。可以说，八项规定
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法宝，是挥向

“空谈误国”的利剑，是引领“实
干兴邦”的旗帜。张范街道揭牌从
简、务实的做法，就是倡一种精
神，那就是——— 实干！脚踏实地地
干，雷厉风行地干，行之有效地
干，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把功夫用
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上，而
不是用在大搞形式主义、繁文缛
节、铺张浪费上。

当前，在一些党员干部中，
作风方面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
比如，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漠视
群众、脱离实际，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铺张
浪费、贪图享受，以权谋私、骄奢
淫逸……老百姓对此意见很大，
党中央对此很重视。对于改进工
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党的十
八大有明确部署，要求“坚持以
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强调

“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下决
心改进文风会风，着力整治庸懒

散奢等不良风气，坚决克服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以优良党风凝
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改
进工作作风，是对党风的端正。
党的作风 ,关系党的形象 ,关系人
心向背 ,关系党的生命。求真与务
实，一向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共
产党人的本色。葆有这种本色，
我们党才能在时代风云中与时
俱进，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而失去这种传统，我们
将失去直面民生痛点的魄力、分
析社会热点的能力、解决改革重
点的效力。

扎有话枣说

“常回家看看”入法，让亲情尴尬
葛 马龙华

近日，已获表决通过的《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明确规
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
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
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
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这种“以法治孝”的行为引来各方
热议。有资料显示，在全国18499万
名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有一半人
过着“空巢”生活，因此，老人的精
神慰藉需求会越来越大。在此背
景下，“常回家看看”入法实际上
是对传统孝道的一种推动，法律

具有刚性约束力，会唤起公众对
老年人精神需求的关注，从而更
好地履行自己的家庭责任。

可是，“常回家看看”入法，把
本应是道德范畴的内容，用法律来
横加干涉，有越俎代庖之嫌。再说
恐怕法律也管不了。一是“常回家
看看”的表述很模糊，用什么标准
来度量“常”？对有些老人而言，一
年三五次可视为“常”；但对有些老
人而言，一个月三五次他也可能觉
得少。若子女真的不常回家看望老
人，又有几位老人愿意把自己的孩

子告上法庭？再说，回家本来是一
个高兴的事，如果强制其回家，就
完全达不到回家看望的效果。

“常回家看看”需要时间做保
障，可是随着生活节奏逐渐加快，
即便是周末也在加班加点，更别
说有的离家要跨市跨省。三天两
天不够路上的功夫，如果囿于“常
回家看看”入法，请假回家看老
人，恐怕这也是每个老人不愿意
看到的。国家规定职工的“探亲
假”，真正能享受到的劳动者又有
多少呢？更别说“带薪休假”了。所

以，没有休假制度的完善和落实，
这项惠泽老人的社会福利就没有
保障，最终就会沦为空谈。

“常回家看看”入法，实际上
是利用法律的倡导性规范作用，
是对社会普遍价值的弘扬，对社
会主流方向的引导。那就勿要再
争辩其入法后是否具有可操作
性，每当社会道德伦理弱化之时，
或许只有通过法律才能救赎。“常
回家看看”入法，让亲情尴尬，但
理性思考之后，或许能让亲情折
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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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黑校车超载”，让人揪心
葛 胡乐浩

《核载六人，却塞了
十三个娃》！看了枣庄市
市中区“黑校车”超载接
送学生的新闻 (《齐鲁晚
报 》2 0 1 2 年 1 2 月 2 4 日 报
道 )，让人再一次为孩子
们的安全捏一把汗。

无 独 有 偶 。仅 隔 一
天 ，江 西 省 贵 溪 市 滨 江
镇洪塘村一载有 1 5名幼
儿的面包车侧翻坠入水
塘，致11名儿童死亡的惨
剧。

相 比 之 下 ，前 车 上
的 那 些 小 学 生 是 幸 运
的 ，因 为 它 被 有 关 部 门
及时截获、及时查处，避

免 了 可 能 发 生 的 悲 剧 。
而后车上的孩子们就没
那 么 幸 运 了 ，因 未 能 及
时 被 当 地 交 警 查 扣 ，最
终 酿 成 了 悲 剧 ，造 成 了
无法挽回的损失。

由此引起的校车安
全 问 题 ，也 再 度 成 为 社
会 关 注 的 焦 点 。事 故 的
频 频 发 生 ，暴 露 出 一 些
地区存在车辆违法严重
超载以及有关部门在校
车安全管理方面责任不
落实、措施不到位、监管
有漏洞等突出问题。

“黑校车”之所以频
现街头、屡禁不止，过错

并 不 全 在 学 校 和 家 长 ，
主 要 还 是 利 益 作 怪 、金
钱 驱 使 。有 需 求 就 有 供
应，是先有买方，后有卖
方，“黑校车”亦不例外。
但 反 过 来 说 ，如 果 一 下
子 全 部 取 缔 ，那 些 原 来
坐 这 些 车 的 孩 子 ，如 何
去上学短时间内还真是
个 问 题 ，特 别 是 一 些 地
处 偏 远 、交 通 不 便 的 农
村，这种矛盾更为突出。
因此，不能全盘否定“社
会校车”的作用，将其一
棍子打死。

事 故 猛 于 虎 ，人 命
大 于 天 。妥 善 解 决 这 一

问 题 ，笔 者 认 为 有 关 各
方 应 互 相 配 合 ，多 措 并
举，多管齐下：一是继续
加大去年4月开始施行的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
宣 传 力 度 ，让 广 大 中 小
学生特别是家长牢记在
心，让他们知晓乘坐“黑
校 车 ”可 能 存 在 的 安 全
隐 患 ，自 觉 做 到 不 坐 无
牌车、拼装车、报废车和
超载车等不符合安全规
范 的 违 法 车 辆 ；二 是 在
当 前 还 不 能 完 全 取 消

“ 社 会 校 车 ”的 情 况 下 ，
有关部门一方面应该加
大 整 治 力 度 ，加 强 对 相

关 人 员 安 全 知 识 的 培

训 ，另 一 方 面 可 以 考 虑

实 行 寄 宿 制 ，让 那 些 路

途 遥 远 、上 学 不 便 的 学

生 寄 宿 在 学 校 ，隔 周 回

家 一 次 等 措 施 ，免 除 家

长 后 顾 之 忧 。三 是 逐 渐

加 大 政 府 投 入 。现 在 校

车 已 有 了 国 家 标 准 ，建

议各级政府从每年年初

的财政预算中列支一定

的比例，作为专项资金，

购买按国家标准设计和

制 造 的 专 用 校 车 ，以 满

足 社 会 对 这 方 面 的 需

求。

洋节吃香：

别盲目赶潮流
葛 孙世华

《从八元一个降至十元三个》，
“平安果”一夜跌去大半身价———
这是齐鲁晚报·今日枣庄2012年12

月26日刊登的一则消息。笔者想，
大凡看过这个新闻的朋友，尤其是
喜欢赶时髦、花大钱、过洋节的年
轻人，心里一定会五味杂陈。

如果说，过圣诞节也要入乡随
俗，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因而自觉
或者不自觉地加入中国元素，讲究

“平平安安”，所以必须用苹果来谐
音平安幸福的话，那么，作为并不
稀奇的苹果，即使不在苹果主产
区，就算加上华丽的包装，也不至
于卖出高价。更何况，山东苹果名
扬天下，今年刚刚入秋的时候还有
很多果农因为苹果卖不出去而愁
眉不展，怎么到了洋节，它就一夜
之间成了香饽饽？

当然，能够拿来包装“平安果”
赚钱的可能是所谓的进口品种，不
是土生土长的本地苹果，否则，一
个日本苹果干嘛卖到88元1个？一
般的蛇果干嘛卖到8元1个？难道，
过洋节也要“好马配好鞍”？平安果
也只有外国的才灵验？说到底，还
是商家的炒作起了决定性作用，再
加上一些人的盲目追求，故此水涨
船高，平常不起眼的苹果也跟着身
价倍增，反正过了这个村，就没这
个店，所以趁此机会能赚一把是一
把，这才是商家的真实目的。而所
有“围观者”，不过帮衬而已。

随行就市是买卖人的生财(存)

之道，对此，我们无可厚非。尽管，
洋节来了之后，某些人的确通过投
机取巧赚了个盆满钵满，但是，这
种短期行为绝不会屡试不爽。就拿
中秋节来说，每年都有天价月饼，
可真正卖出去的又有多少？而奢侈
到令人咋舌的节日商品，普通人更
不会买它的账，这个道理大家一定
心知肚明。不然，街头上一个打了
包装的、稀松平常的平安果，是不
会从8元1个卖到10元3个的，也不
会出现虽然价格便宜了，但却没有
人买的尴尬局面，毕竟它只是一种
被人渲染的“气氛”而已。

投机暴利赶时髦，其实就是一
阵风。过洋节是这样，过传统节日
也是这样。其实无论是经营者还是
消费者，都要有一个平常心，只有
这样，才能理性对待商品社会，才
能理智对待虚荣浮躁。与此同时，
商家应该明白，想要靠短期暴利达
到一劳永逸的目的，几乎没有可
能。而靠赶时髦崇洋媚外来满足自
以为的人生乐趣与追求，同样不可
取。但愿，这阵风不会吹得太久，让
虚高的东西降下来，让浮躁的心静
下来，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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