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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关注“第一夫人”蕴含更多期待
中国新任最高领导人偕夫人首次亮相多边外交舞台，不仅成为国际社会的舆论焦点，还受到了国内民众的高度关注。这这

种关注之所以空前强烈，恰是民众此时对于国家形象的巨大期待。

全城搜救落井女孩，较真来得太迟了
□本报评论员 王昱

3月22日，暴雨夜，湖南
邵阳21岁姑娘杨丽君不慎落
入长沙城区一无盖下水道，
随即被湍急的水流卷走，至
今下落不明。女孩生还几率
渺茫，但众多热心市民和网
友仍在为女孩祈祷，期待奇
迹发生。

对落井女孩下落的追
踪，媒体不约而同地使用了

“长沙全城搜救”来描述，无
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热心市民

都动员起来，一定要找到女
孩的下落，这种对生命的较
真精神的确令人感动。但令
人惋惜的是，如果在事情还
没有发生的时候人们就能如
此较真，这样的事件本不会
发生。

虽然杨丽君落井的原因
尚未查明，但类似的事件早
已不是第一次了。仅下水道
井盖吃人的事件，近年来就
发生过多起。2010年5月14日
晚，在广州，清远女生李淑芬
坠入被水淹没的下水道口，

不幸生亡; 2011年6月23日，
在北京石景山苹果园南路，
因汽车雨中熄火，河北青年
杨铁贞和满洪浩推车时坠井
身亡。回顾这一桩桩一件件
惨痛的事故，偶发的个体殒
命淹没在海量的报道中，即
便是北京去年暴雨那样死亡
数十人的惨剧，媒体也仅止
于引用大文豪雨果的名言，
呼喊几声“下水道是城市的
良心”，而后归于沉寂。而今，
当悲剧再一次发生的时候，
我们惊觉，井盖依旧吃人，

“良心”还是没有。
一而再再而三的悲剧为

什么不能换回对生命的尊重
呢？在日常监管中，对下水道
这种容易为人忽视的市政设
施，我们缺乏像对活生生的
生命那样的较真精神；事
发后，相关部门不想较真，
受害者家属无心较真，旁
观者也没有能力较真。我
们的近邻日本，自1970年就
颁布了专门的下水道法，
对下水道的各项技术指标
和 排 水 能 力 都 有 严 格 规

定。反观国内，长期以来，
在排水系统这样的城市问
题上，存在着问责不力和
权责不明的双重弊病。不
仅各地排水系统标准不一，
出了事情哪个部门负责、怎
么负责都还搞不清楚，往往
赔钱了事，而多头管理和互
相推诿更让公众的问责像拳
头打在棉花上一样无力。死
了人，大家不过叹息一阵而
已，“亲戚或余悲，他人亦
已歌。”没人想过把逝者的
生命以制度的形式刻进我们

这个社会的记忆中去，于是
公众只能一次又一次地为逝
者哀悼，却又一次又一次地
不得不“后人复哀后人”。

长生烛会熄灭，泪水会
风干。一个正在赶路中的社
会或许不可能为一个个体
的悲剧长久地驻足哀悼，
能够告慰这些不幸者最好
的方式，就是能通过问责、
立法等杜绝类似事件的再
次发生，这是一个社会对
无辜的受害者所能做的最
好祭奠。

对落井女孩下落的追踪，媒体不约而同地使用了“长沙全城搜救”来描述。但令人惋惜的是，如果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的时
候人们就能如此较真，这样的事件本不会发生。

□张贵峰

针对湖南湘潭“火箭提
拔”的27岁副县长，当事人徐
韬表示“我的能力符合我的
岗位”。湘潭市委组织部相关
负责人也表示，徐韬“非常优
秀”，一是参加郴州2012年县
处级干部公选时，徐韬面试
成绩排在第一位，另一方面，
其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
本科背景也是“过得硬”的。
(3月23日《京华时报》)

但现在的问题是，27岁
的副县长徐韬果真是“非常
优秀”的年轻干部吗？至少从
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我们

还很难认同这一点。
不仅如此，依据现有信

息，在徐韬破格提拔过程中，
显得不那么“过硬”的程序瑕
疵和疑点倒是很多。如，其身
为“官二代”不够过硬的家庭
背景(父亲为湘潭雨湖区原
人大主任，母亲是雨湖区检
察院副检察长)；在外地参加
选拔，却被本地录取的反常
录用过程；一边工作，一边却
同时参加“全日制研究生”学
习的分身有术。

一个被破格提拔的年轻
干部是否“优秀、过硬”，究竟
应该谁说了算？或者说，除了
组织部门、上级领导，对于是
否破格提拔一名年轻干部，
社会公众是否也应该有充分
的发言权？答案当然显而易
见。因为众所周知，无论是在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还是具体组织工作
中，“群众公认”向来都是一
项基本的选人用人标准和原
则，如条例规定，“选拔任用党
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群众公
认、注重实绩原则”。习近平总
书记也曾提出，要“切实把政
治坚定、实绩突出、作风过硬、
群众公认的干部选拔上来”，
并强调要“认真落实群众对干
部选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
择权、监督权”。

就此而言，27岁副县长
的破格提拔之所以受到舆论
质疑，关键其实并不在于他是
否“优秀过硬”，而在于这种

“优秀过硬”究竟由谁来评价
认定，是主要靠个人自评、组
织部门认定，还是除此之外，
必须同时得到“群众公认”。

27岁副县长“群众公认”吗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对俄罗斯、坦桑尼亚等
国进行国事访问，夫人彭丽
媛陪同出访。中国新任最高
领导人偕夫人首次亮相多边
外交舞台，不仅成为国际社
会的舆论焦点，还受到了国
内民众的高度关注。这种关
注之所以空前强烈，恰是民
众此时对于国家形象的巨大
期待。

这次出访，“第一夫人”

彭丽媛被国际舆论认为展示
了中国新形象，因此也成了
国内媒体报道的一个重点。
这个现象来得并不偶然，因
为在此之前彭丽媛已经是著
名的歌唱家，她的艺术成就
和她所参与的社会公益活动
都为她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
象。但国内民众高度评价彭
丽媛在外交活动中的优雅风
范，不完全是为其个人的魅
力所倾倒，更多的是期待她
为树立文明的国家形象，做
出更大的贡献。

自去年以来，“中国梦”
就逐渐成为民众议论的热
词，这个词激发了中国民众
深藏的梦想，那就是期盼自
己的国家早日成为富强、民
主、文明的大国，继续对世界
文明产生深刻影响。期待民
族复兴的“中国梦”既有历史
基础，也有现实条件。中国是
文明古国，无论走向繁盛的
汉唐，还是渐趋衰落的明清，
都曾是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
力量。至今，很多中国人仍为
历史上的大国地位感到自

豪，甚至视之为“天命所归”。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经历着历史性
的转型，国富民强的蓝图日
渐清晰。近百余年，从积贫积
弱到接近全面小康，大多数
中国人希望世界看到这种巨
大的改变，更加全面客观地
认识中国。

不少媒体认为，习近平
夫妇这次出访展示了浓厚的
人情味和亲和力。其实，这正
是和平崛起的中国传递给世
界的一个信息，它促进世界

发展的方式，不是收买，也不
是征服，而是要以文明的方
式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彼
此之间虽有综合国力的竞
争，却不妨碍文明的包容和
吸收。正如“第一夫人”这个
词汇不曾出现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但改革开放之后的这
些年，中国在外交礼仪上主
动与国际接轨，“第一夫人”
在外交领域的作用也日渐凸
显，这都以事实证明了开放
的中国能够借鉴一切文明成
果。

习近平夫妇和睦恩爱的
形象符合世界上一切文明的
共识，所以能够在国际上赢
得称赞。但是，中国对外展示
形象的窗口不止于一个家
庭，中国是人口大国，中国能
否在世界上树立更高的文明
形象，还需要无数的平民参
与其中，文明的国家形象离
不开公民的文明素养。一言
以蔽之，“大国梦”不是虚无
的畅想，在关注优雅的“第一
夫人”时，也需要更多人关注
自己的一言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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