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考拉导演：捐款没错，但家庭是个

人事业的坚强后盾， 却没有得到他丝毫的

考虑，未免有些绝情。

@ 猪猪侠 wp： 其实这有可能是一种

强迫症。

@ 叫我郑回回吧微博达人：行为很值

得鼓励，但是又蛮替他心疼，不知道捐的钱

会被用在何处！

@Tony_ZhaoV5： 在当今的社会，捐

款其实有点不现实。 你永远不知道你的钱

最终会落入谁的口袋， 这也是整个社会的

悲剧。

“老板，质监局

喊你来考试”

近日，包括娃哈哈、农夫山

泉、康师傅、贝因美等在内的在

杭知名食品生产企业法人代表

陆续走入考场，参加了一个名为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知识的考试。

考试是杭州市质监局组织的，要

求杭州所有食品企业法人和相

关负责人都要参加考试。 此外，

如果两次没有通过，企业就将被

暂停核发生产许可证，这意味着

企业必须停产停工。（据人民网）

点评：强迫身家亿万、年纪

一大把的老板来考试？人家老板

一大把年纪，还要抽大量时间背

1700 多条法律法规来应试？ 想

想都荒谬。企业是要注意食品安

全没错，政府要抓企业食品安全

没错，可用这种花哨而无用的举

措来抓，除了“作秀”之外还真没

别的理由可解释了。企业要抓食

品安全，大有专人负责，老总不

熟悉具体的事务并不奇怪的。就

像说要抓廉政建设，让杭州的领

导去考试，背出党纪法规里的廉

政条例，考不过就评个廉政建设

不及格，他们服不服？按我们看，

食品安全问题， 既有企业的责

任，政府监管不力更是最大的原

因。 请多把心思放在实事上吧！

□张丽

这几年每年都有两个考试举国关注，

一是高考，一是国考。两个“考”都有千军万

马过独木桥的气势，相比之下，国考因为一

些职位的录取比例直奔百里挑一而去，愈

发显得比一再扩招的高考难为人。而今年，

除了报名人数之外， 一些职位说明的更新

更成为看点。虽然 2013年招录公告已经表

示“岗位将向基层倾斜”，但职位表上一半

岗位都加了“常年出差”、“职位需要晚上值

班”等条件限制，令众多考生叫苦不迭。

这可真让人看不懂， 出个差值个班难

道不是工作中的常态吗，有什么可叫苦的？

报名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人， 岁数都不会太

大，从庞大的报名人数来看，也不可能都是

娇生惯养不食人间烟火的“官二代” 或者

“富二代”， 众多的平民子弟谁不是看着自

己的爹娘为了生计常年出差、晚上值班。如

果这也算苦的话， 让那些常年在流水线上

生产的工人、埋头耕耘的农民、越过节越不

得休息的服务业员工， 乃至加班熬夜出差

如家常便饭的全国媒体界同仁们情何以

堪？至于“两万五长征”和“革命老前辈”，更

是连提也不要提了。

之所以有人叫苦， 实在是因为他们内

心深处认为自己要考的不是“公务员”而是

“官老爷”。 满打满算着在基层“为人民服

务” 几年之后就要想方设法“为人民币服

务”，最后达到让人民币为自己服务的新高

度。 也难怪，近年来，各个领域公职人员以

权谋私、贪赃枉法、行贿受贿等丑闻把公务

员这个群体抹黑了不少。当然，不能说每个

想进国家机关的考生都是奔着当不法之徒

这条路的， 事实上很多被法办的贪官当年

也都曾是有理想有道德的好人。只能说，公

务员这个群体在医疗、 养老等稀缺资源方

面享受到的隐性福利和保障在当下实在太

令人眼馋了。 大家都看到了公务员光鲜的

一面， 都盼着跃龙门之后摇身一变鲜衣怒

马、钟鸣鼎食。这么高的心理预期自然看不

上、受不了普通人视为家常便饭的辛苦了。

错了，真是大错特错了。金饭碗那么好

捧？最苦才是对的。而且这种苦还不仅仅限

于出差值班这种常态， 还应该包括严于律

己、 克己奉公、 公正廉明这些更高级的

“苦”。只有公职人员习惯于广泛接受监督、

财产透明公开、约束亲属子女、坚决不与多

名异性发生或长期保持性关系这些“苦差

事”，人民才会在被问及幸福与否时，纷纷

点头称是。

近日， 青岛市民张先生与弟弟妹妹相

约去爷爷家吃晚饭， 饭桌上老人多次想和

孙子孙女说说话， 但面前的孩子们却个个

抱着手机玩，老人受到冷落后，一怒之下摔

了盘子离席。（据 10月 15日《城市信报》）

如今，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人们对

它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有人甚至成了“手

机控”，机不在手，魂不守舍。 玩游戏、刷微

博、 聊 QQ……原本是家人团聚朋友畅聊

的“人人对话”，因手机的介入而变成了热

火朝天的“人机对话”，这种情形在我们身

边早已熟视无睹。 网上那句流传很广的话

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

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 一起吃完饭后各

自玩玩手机，倒也无妨。 但是，如果不分场

合不分地点玩手机，既不利于身心健康，也

很容易怠慢别人。 就像张先生和他的弟弟

妹妹，在家宴上只顾玩手机而冷落了爷爷，

也难怪老人家被“机”怒而摔盘离席了。

□严辉文

近日，有网友发微博称：中国式过

马路， 就是凑够一拨人就可以走了，和

红绿灯无关。 这条微博引起了不少网友

的共鸣，一天内被近 10万网友转发。 在

中国式过马路这个话题仍然在网络上

发酵之时，记者跟随交警在南京街头观

察，发现闯红灯的真不少。（详见本报今

日 12版）

过马路， 闯红灯， 似乎在许多国

人眼里连小节也算不上。 在南京中山

北路虹桥路口， 等一个红灯至少需要

70 秒， 这似乎是一个让许多人等不起

的时间。 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 每一

个信号周期， 至少有四五个人闯红灯。

先是大家都在耐心等红灯， 接着有一

个人往路口向前靠一下， 后面的人于

是也跃跃欲试。 此外，闯红灯具有一定

的时间规律， 在红灯刚亮起的 10 秒钟

内和结束前的 10秒钟内最多人闯。

为什么国人喜欢闯红灯呢？ 有人说

是违法成本较低，有人说是有法不责众

的心理，有人说是中国人等不起，这些

分析，也许都有一定的道理。 我要想说

的是，中国人从骨子里还是比较愿意当

“能人”。 这种“能人”，哪怕面对原则、规

则、法律之类，首先想到的不是遵守，而

是逾越，因为他们笃信“人是活的”。

行人是活的，所以闯红灯，司机是

活的，所以毫不顾忌行车礼仪。 比如堵

车现象吧，作为一个开车的人，我的体

会是，堵车就是因为“能人”太多了。

每当道路出现拥堵的可能性时，大

显身手的“能人”们不是按通常的情形

小心翼翼缓缓地跟随， 而是见缝插针，

不管那是不是本来该行驶的道路，不管

前方能否通过， 只要有点空隙就加塞

儿。 在不能让车子变成飞行器之时，他

们就把自己的车子当成楔子，直到把整

个道路所有的缝隙都填个密密实实才

肯停车熄火。

有了这样的“能人”，即便道路再宽

敞，也会经常堵车。 许多安全事故也与

这类开车“能人”有关。 比如占据紧急停

车带，随意转换车道，随心所欲地掉头，

随时占用对向车道，不该按喇叭的地方

按得山响，晚上行车永远定格在远光强

灯等，因逞能而害人，因逞能而惹祸，并

不少见。

此类不讲规矩的“能人”现象，亦广

见于其他社会领域。 在转型期，在社会

前行的通道上，在社会公平、社会秩序

等方面，某些不讲规则、不顾礼仪，自以

为能干且据此最能得逞的“能人”现象，

我们大概都不陌生。

你规矩排队， 他一门心思想着插

队；你认真干活，他专职吹牛拍马；你苦

苦写论文，他拼凑抄袭；你凭良心做事，

他有奶便是娘；你恪守规则，他出卖良

心；你相信公选认真备考，他偏能找到

考试答卷更改考试分数；你一分耕耘一

份收获，他坚信马无夜草不肥……

于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不难见

到闯红灯、开霸王车式的“能人”。“我爸

是李刚”正是“能人时代”的剪影，一个

正常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程序、 规则、法

律之类，随时都可能被践踏。 而靠拼爹、

拼钱、拼权、拼色、拼关系上位，则已经

成为有能耐的标志，被竞相效仿。

这类“能人” 显然是损世害人的，

“能人”们自己得失荣枯倒是小事，重要

的是他们常常在让普通百姓领教社会

秩序遭到破坏， 法律法规苍白如纸，劣

币驱逐良币之类现象的同时，更让人们

犯糊涂： 为什么看起来是光明大道，走

起来却是坎坷无比呢？

公民发言

世相漫议

“最苦金饭碗”？ 这就对了！

“机”怒老人

公民发言

中国式过马路

“能人”多了路难行

观点交锋

捐款 1700万元家人却蜗居，你看后啥感觉？

不久前， 浙江诸暨慈善总

会收到了何国苗 1000 万元捐

款。 何国苗获得了 87 项国家专

利， 专利的生产应用也为他带

来了可观的收入， 迄今捐款总

额已超过 1700万元。

今年 5 月， 一直把公司总

部设在河南的何国苗回家乡诸

暨发展。 他带着妻儿一道，与母

亲挤在老家 30 多平方米的老

房子里，这让同村人很是不解。

“到现在为止， 我没买一处房

子，在河南，一家人住厂里。 现

在回诸暨， 觉得老房子住得挺

好，也没考虑要再置业。 ”

（据10月16日《东莞时报》）

敬佩 社会居然还有这种奇人！

@ 幸福的百年：看了这个新闻，我顿

时惊诧了！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有那么

多无耻之人，可还有这样的奇人。 佩服，顶

一个！

@ 浣若川： 与其让身体的居所大，不

如让心的居所大； 与其让物质的财富填满

屋子，不如让内心的阳光充满屋子。他的财

富献给他人，他的胸怀温暖他人，他的精神

感动他人，他的选择激励他人。 30 平方米

的房子却承载着他最大的无私。

感慨 不知道捐的钱会被用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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