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条评论

春运是趟幸福远多于辛苦的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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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旭松

2 0 1 5年的春节来得比以
往晚一些，人们回家团聚的心
情更加急迫。2月4日，立春，春
运大幕正式拉开，据官方统
计，今年春运期间全国旅客发
送量将达到28 . 07亿人次 ,日均
达到7000万人次。

春运大军浩浩荡荡，步履
匆匆，放眼媒体报道的春运照
片，都是一片密密麻麻的人头
攒动。可曾知道那一张张归心

似箭的面庞上都写着一个个
感人的故事。这是一群背井离
乡外出务工或者求学的人群，
手中攥着的小小车票指向的
是回家的方向。哪怕回家的路
如此漫长，在家的时间又是那
么短暂，但只要能吃上口家乡
可口的饭菜，叫一声爸妈，那
旅途的奔波就在温情中烟消
云散。

这就是春运，它不仅仅是
一 场“ 全 球 罕 见 的 人 口 流
动”，所有人的路都不一样，
殊途同归那就是回家。所以，
让每个回家的人都能够买到
车票是政府部门的职责所在，
哪怕这个任务异常艰巨，也要

顶住压力去完成。具体到烟台
来看，赶在春运开启这一天，
烟台站首开三趟动车，充足的
票源为来烟台打工、求学的人
们又铺就了一条回家的路。

春运、春晚是年底的两场
大戏，几乎每个国人都在主角
和看客间转换。既然是大戏，
每逢落幕都要接受来自舆论
的评价。总会有点赞的、也会
有吐槽的，作为乘客期待看到
的是每年的春运都能够有所
进步，不论在运力上还是在服
务上，让大家在售票窗口前排
队时间短一些，让倒票的黄牛
消失在公众视野中，让 1 2 3 0 6

的网站更加人性化些，一切的

期许都是为了让回家的路更
顺畅。

春运是时代的剪影，照
出社会的变迁。来城市打拼
的农民工为城市建设贡献着
力量，他们用打工挣来的血
汗钱回乡去孝敬父母和支持
孩子读书。千千万万学子从
家乡来到外地高校，人生从
这里出发，经过一年的学习，
回家的休整是为了来年更好
的进步。所以说，每个人的回
家路不能仅仅用路程和时间
来衡量，更牵系着温暖的亲
情。春运是一趟幸福而又辛
苦的路途，辛苦的是过程，幸
福的是结果。

名嘴说事

国内首部儿童搞笑网络剧
《小明和他的小伙伴们》近日热
播，点击率过亿。我看了这部“儿
童搞笑网络剧”怎么也笑不起
来：老师上班迟到、对学生言语
粗鲁；妈妈爸爸对孩子非打即骂
的粗暴举动；学生课堂上、课下
搞怪行为……可笑吗？值得炫耀
吗？这些非主流现象以搞笑方式
的传播对孩子意味着什么大人
们想过吗？教育和传播领域的粗
俗，可悲！

——— 关颖(研究员)

人人都知道是地球围绕太
阳转，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这
个认识其实和我们直观的经验
不同。为什么大家认同一个与经
验不同的认识，因为那是老师说
的，老师有权威性。万一老师错
了怎么办？这要靠其他的权威来
纠正。一个社会如果只有一个权
威，禁止别的人成为权威，那就
很危险，错误和谎言就可能大行
其道。

——— 茅于轼(经济学家)

嬉笑怒骂

新闻：2月1日下午4点30分，
浙江玉环县一名老人摔倒在马
路中间，8分钟时间内，4辆车和
23名行人路过，除一位老人上前
询问外，其余人都只是看看，无
人搀扶。最终，老人遭一辆白色
轿车拦腰碾过，并被拖行一段距
离。当地村主任解释，无人扶是
因为该老人是当地出了名的酒
鬼，平时喝完酒常耍酒疯，耍无
赖。(新京报)

点评：不扶，良心不好过；扶
了，又担心被讹上。

新闻：“胖妞，我出去了，你
醒了就吃你的东西……我挣了
钱直接回来，但愿弄一个好的，
能用上一两个月就好了。”41岁
的周旭(化名)每次外出偷盗前，
都会给家中的女友留下一张爱
的字条，叮嘱对方照顾好自己。
(华西都市报)

点评：有情有义也有病。

以平常心态看待年终奖

我有话说

赵传勇(福山区)

又到年终了，当然少不了
“年终奖”这个话题，不管是已
经到账的，还是将要兑现的，不
管是现金形式，还是实物为准，
因为数额的悬殊，总少不了各
方的吐槽。

遥想去年此时，烟台杰瑞
集团的年终奖是几十辆崭新的
轿车，虽然只是奖励给优秀员
工的，但也引来了各方的关注
和热议。也有动辄几万元年终
奖的“土豪”企业，让那些只发
几十元礼品的人顿觉羡慕嫉妒

恨。
看到别人的年终奖比自己

的多，比自己的好，内心失衡乃
人之常情。但不能一味地看到
他人的收获，也要想一想他人
的付出。哪个单位都不傻，更不
会凭白无故拿出巨额资金发给
员工，能发年终奖代表企业盈
利了，得到的年终奖多，肯定是
单位的效益好，而单位的效益
又和员工的努力密不可分，给
单位创造经济效益的员工多发
年终奖，又有何不可呢？

一个人年终能拿多少年终
奖，是和单位的整体效益挂钩

的，是和个人的工作业绩相联
的，是和全体员工的齐心协力
息息相关的。所处行业悬殊，所
在岗位不同，劳动强度各异，营
业利润有别，企业规模不等，拿
到的年终奖当然会“各色各异”
了。

所以，再看到他人的“巨
额”年终奖，再碰到其他企业
的“土豪”阔绰，自觉自愧不
如 的 人 也 不 用 再 过 于 纠 结
了，没什么可抬不起头的，更
不要升华到什么面子问题。
能一次得到这么多年终奖的
背后，可能是人家牺牲了无

数 与 家 人 欢 聚 的 机 会 为 代
价，也可能是以加班熬夜为
家常便饭换来的，亦或是每
日挥汗如雨，还可能是常年
出差在外，这些只有他们自
己知道，而外界看到的只是
一时的光鲜。

有 的 人 年 终 奖 可 能 不
多，但工作环境可能相对舒
适，不用经常加班，与家人共
享天伦之乐的时间多。所以，
年终奖说到底只是一个数字
罢了，如此而已，所谓收之桑
榆失之东隅，不必过度解读，
否则，徒增烦恼罢了。

我来抛砖

漫画：夏坤

@齐鲁晚报：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2014年中
国互联网发展报告：1、网民规模：6 . 49亿；2、时
长：人均每周上网26 . 1时。

@浩P ro：我第一次拉高了平均
值。

@大懒堂Dm：我在家里上网，
你是怎么知道的？

@红烧鸭蛋06：何止是超标，直
接就爆表了。

@李丶粉粉：请不要把以网络
为生的人统计进去，像我这样的，每
天一睁眼就开始连网，到晚上睡觉，
16个小时，把平均数拉得太高了。

@Dyndon：但凡自己花钱的都
超标，但凡要别人给钱的严重拖后
腿。

@玲珑雪的sky：从每天睁开眼

到每天闭上眼，阅读、上课、赚钱都
离不开它，一天十几个小时，完全一
个手机控！

@绵绵清天涯：都知道这数据，
还不把网速好好弄弄？让这么多人
在习惯的慢速中受折磨。

@骷髅老公主：人均工资的时
候我拖后腿，终于在人均上网的时
候，我可以扬眉吐气。

@千千千回：除了睡觉就是上
网，基本不少于12个小时。

@德宝1 9 5 6：上网是现实生活
中最低廉的娱乐和求知方式。

来源：新浪微博

每每天天上上网网33 .. 77小小时时

你你““超超标标””了了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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