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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平坟”初衷虽好，还需渐进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备受争议的河南周口
“平坟风波”，出现了戏剧性
的转折。历时数月平掉的200

余万座坟头，有半数在一夜
之间被重新圆起。百万座崭
新的坟头，在事实上宣告了
周口“平坟运动”的失败，也
让曾受到上级大力褒扬的

“周口速度”，陷入了难以自
拔的尴尬境地。这足以说明，
不管政策出发点如何，如果
背离了民意的拥护，最终只
能如同流沙建塔，很难收到
应有的效果。

积极地促进复耕，节省
更多的土地资源，是周口官
方平坟的本意。随着人口不
断增长和城镇化建设加快，
土地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
数千年来流传的殡葬习俗，
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时代的
需求。所以无论从现实需要
还是长远计划而论，“平坟复
耕”的考虑都有其合理性。但
过于简单粗暴、滥用行政力
量的推行方式，将其推向了
民意的反面。大量的人力成
本和数亿元的财政投入，在
无形之中被白白消耗了，造
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

在许多农村地区，有着
在春节前“上年坟”的习俗，
其中寄托着人们对故土的眷
恋、对先祖的追思。而在除夕
之夜，河南周口的村民们顶
着政策的压力，悄悄地来到
被平掉不久的坟头上，为先
人们重新圆坟，再添上几锹
新土，更是这种情结的集中
体现。这也说明，历经数千年
积淀形成的文化传统，始终
具备顽强的生命力和独特的
延续性。传统可能会随着社
会生活的变迁逐步地自我演
进，但很难在短期内有一个
彻底的改观，也不会以个别

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移风
易俗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
程，寄望一场运动式的整顿
就可以斩断传统，其实是一
种自欺欺人的做法。

在整个“平坟运动”的过
程中，周口官方显然没有很
好地尊重这个客观规律，没
有分阶段、有层次地去分析
解决问题，而是简单移植了
行政管理中最通用的手段，
将官员政绩与平坟业绩挂
钩。此举无疑偏离移风易俗
的初衷，让“平坟运动”变成
了典型的政绩工程。在逐层
施压之下，基层干部往往过

多地借助公权力的力量强行
平坟，导致与村民的矛盾不
断升级。面对舆论的质疑，有
关部门也未能进行善意回
应，做出积极的改变。在一次
次强硬的表态之下，周口市
在几个月时间里平掉了200万
个坟头，却没有平掉村民心
里的不满，最终造成了如今
坟头平而复起的局面。

一场本意是为民造福的
政策，却出现如此结局，教训
可谓相当深刻。如果周口官
方继续坚持原有的方式，将
这新起的百万座坟头重新平
掉，无疑是抱薪救火，只会加

剧官民之间的矛盾。这首先
要求决策者进行深刻的自省
和反思，检视之前工作中的
不足。在处理这些与民生息
息相关的问题时，应当更多
地吸纳民意参与，这样才能
最大程度上保证民众感情不
受伤害。另外，那些相对简单
的工作方式也应当有所改
观，比如调整一下“平坟运
动”的投入分配，减少一些给
政府的奖金，多补贴一点给
愿意平坟的村民。利用一些
经济手段予以鼓励补偿，或
许会比用挖土机强推有效得
多。

无论从现实需要还是长远计划而论，“平坟复耕”的考虑都有其合理性。但过于简单粗暴、滥
用行政力量的推行方式，将其推向了民意的反面。

领导干部

不是孩子

现在流行“好孩子都是
表扬出来的”，这话对孩子
可能是对的，但是，不能把它
作为信条，推广到党内政治
生活中来。党员领导干部不
是孩子，人民的事业不是儿
戏。领导，担当的是大任，就
应该经得起批评、容得下质
疑。批评肯定让人不舒服，可

能会得罪人，但批评能够促
进工作、推进成长。(据《人民
日报》，作者：廖小言)

“仇官仇富”标签

不要随便贴

说是“仇官”和“仇富”，
国人的潜意识中对官和富即
权力和财富，绝非仇恨，而是
羡慕、崇拜和追逐。可我们又
无法否认，权力和财富在舆
论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仇

视。必须看到，公众仇恨的其
实不是权力和财富，而是不
公、垄断和掠夺。所以，要做
的不是贴“仇富仇官”的对抗
化标签，而是保护那些正当
的仇视，解决人民提出的问
题，并以公开透明的制度保
护那些正当的权力和财富，
使之免于被仇视。(据《中国青
年报》，作者：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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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赏游泳”，不是搞怪是激励
“悬赏环保局长游泳”，不仅仅是对环保部门的调侃，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警示，无论是被邀

请还是没有被邀请的局长，都该有所行动了。

□本报评论员 崔滨

连日来，微博上出现多
起“悬赏环保局长游泳”事
件。16日，原籍浙江温州瑞安
的企业家，公开宣称愿意付
费20万元，请该市的环保局
长在当地的一条河中游泳20

分钟；19日，又有网友将价码
抬升至30万元，请温州苍南
县环保局长下河。到20日，浙
江绍兴、河南新乡等多地网
友，也表示愿意出高价邀请

环保局长下河畅游。面对这
样的好事，被邀请一展泳姿
的多位环保局长大多选择了
沉默或拒绝。

其实，悬赏者心里很清楚
环保局长们断不会接招，但为
什么还竞相喊价、不断抬高

“赏金”额呢？被邀请的环保局
长们，显然需要好好反思。

充满挑逗意味的邀请、
数额令人心动的赏金，这些
劲爆的信息元素，强烈传递
出悬赏者对当地环保工作的

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和行
为方式在网络上迅速引发共
鸣和效仿，又恰恰源于悬赏者
通过常规投诉渠道举报环境
污染，根本无法获得环保部门
的注意和重视。既然正常方式
无法引起关注，那么搞怪博人
眼球，便成为最后的也是最无
奈的选择。

没有令悬赏者失望，在
重金之下，瑞安环保局迅速
做出了反应，事件的发展如
同此前陕西农民工装扮成狄

仁杰与元芳巡游讨薪成功一
样，以至于眼下网友们开始
热议要接着发起“请卫生局
局长排队看病，请城管局局
长去摆摊，请教育局局长去
抢择校名额”……

这种超常规、搞怪式的
表达意见的方式，却被不断
证明是民众争取权利的有效
手段，正说明眼下民众与政
府之间的沟通渠道是多么不
顺畅，民众想要通过体制内
的程序维护权益又是多么艰

难，而这种不顺畅与艰难，最
终损害的是政府宝贵的公信
力。

然而，金额再高的“悬赏
游泳”，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
根本之道，因为即便环保局
长真的下河游泳，被污染的
河水也不会一朝变清澈。但
不能因为这种悬赏更像是场
游戏，环保局长们就能对热
切的民意期盼置若罔闻，而
那些没有被悬赏邀请的政府
部门就可以安之若素。随着

公众环保意识的加强和对公
共权益的日益重视，让民众切
实感受到身边空气、水质的变
化，感受到政府对民意的重视
与关切，民众才会对政府工作
树立信心，才会更多选择平和
的方式表达意见。

从这个意义上说，“悬赏
环保局长游泳”，不仅仅是对
环保部门的调侃，更是对政
府公信力的警示，无论是被
邀请还是没有被邀请的局
长，都该有所行动了。

农民吴某到县政府“反映问题”，保安见其披着旧棉袍、推着自行车，以“政府只管大
事，不管小事”为由，拒绝让其入内，无论老吴如何哀求都没用。

苏中某地级市政府一门卫坦言：“我们就是普通群众能否进入政府大门的‘过滤
器’——— 那些在我们眼中可以为领导增光添彩的‘上等人’能顺利进门，而那些可能给领
导添堵、添乱的平头百姓绝不能想进就进。”

人民政府的大门不让人民进，这是显而易见的悖论。对于这些政府机关来说，改作风
当从“改门风”开始！ (据《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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