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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常回家看看》有性别
歧视之嫌？在日前召开的女性
维权交流会上，武汉大学罗萍
教授表示，“妈妈准备了一些唠
叨”等歌词反映出男尊女卑的
观念，此言一出，立刻引发争
议。（

1

月
4

日《华西都市报》）
《常回家看看》是前几年红

遍大江南北的一首流行歌曲，
这首歌引发了现代人内心深处
的心灵共鸣。“常回家看看”隐
喻着一种传统的人文精神，一
种关乎家庭血脉的亲情文化。
在我看来，“妈妈准备了一些唠
叨”等歌词根本就没有特指意
义，只不过是一种比喻而已。

虽然只是几句歌词，但在
罗教授眼里，却成了男尊女卑
的表现，我只能说，罗教授的观
点实在是新潮得很。有人说这
是过度敏感，也有人说这是女
权至上，还有人说这是吹毛求
疵，而我认为，这压根儿就不是

敏感不敏感的问题，而是涉及
到一个学术观点过度标新立异
的问题。

曾几何时，学术观点剑走
偏锋成为潮流。这些年，以惊世
骇俗的学术观点来吸引公共眼
球的专家学者实在太多了，什

么“诸葛亮有当皇帝的欲望”、
“李清照好酒好色”、“大禹有婚
外情”、“司马相如包二奶”、“林
黛玉是小富婆”之流，不都是如
此吗？就本质而言，罗教授的观
点与上面所述并无二致，难逃
哗众取宠提高知名度或是在商

业利益驱动下诉求的嫌疑。
专家学者是社会的精英群

体，这一群体的言行往往具有
引导舆论的社会功能。但当越
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对学术炒作
乐此不疲、趋之若鹜时，就不仅
是学术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
哀了。如果脑袋里全是趋炎附
势和利益的小算盘，屁股又怎
么能安安静静地坐在象牙塔里
专心做学问呢？为了票子、车子
和房子，一些专家学者频频走
向市场化，依靠“语不惊人死不
休”的气魄来吸引公众眼球，对
这样的标新立异者，我们也就
不能指望他们研究出什么来
了。

最后借用一位网友的戏
言，建议那些喜欢标新立异的
专家们常回“家”看看，别让学
术的田园荒芜，更不要“闲着无
聊，没事儿找事儿”，“一辈子不
容易，就图个名声赚钱”。

主持人：谈笑风生

谈笑风生：年夜饭

是 一 年 一 顿 的 压 轴 大

餐，春节马上就要到了，

年夜饭在哪儿吃、 怎么

吃又成了热点话题，有

人说年夜饭在家吃，温

馨； 有人说年夜饭在饭

店吃，省心。 那么，究竟

是在家吃好， 还是在外

面吃好呢？ 你又是在哪

儿吃呢？

爱无限：当然在家

吃了， 一年最重要的日

子就是春节了， 我平日

都在外面忙， 应该借此

机会在家里与亲人一起

吃年夜饭， 共享这温馨

时刻。 而且，自己在家里

做的年夜饭更有意义！

秋剑：我觉得在饭

店吃比较好， 在家里仅

准备年夜饭， 就要忙碌

好几天。 平时的工作已

经够忙了， 本想趁着春

节好好在家休息一下，

但为了一顿年夜饭，一

家人又忙得不可开交，

根本让人找不到除夕那

种热闹和轻松的感觉。

冰雪东灵：我不这

样认为。 现在放假时间

调整了， 时间也比以前

充裕了， 为了那一顿年

夜饭， 我们家常常提前

好几天开始准备年货。

想想一家人在一起， 你

宰鱼， 我杀鸡， 还有其

他人在旁边帮忙， 一家

老老少少都在忙着， 那

感觉真是美好， 既可以

充分享受生活带来的乐

趣， 又有过年的感觉。

晴朗：嗯，不错。 我

已经在外面吃了三年年

夜饭了， 觉得根本不是

那么一回事儿。 刚开始

去饭店吃年夜饭， 你会

觉得挺方便，也挺热闹，

但是第二年再去， 就会

发觉吃来吃去， 没什么

变化，大厅里人又多，吵

闹不说，空气也不通畅。

年纪大的老人极容易感

觉不舒服。 而在家里吃，

做的都是家人最爱吃的

饭菜， 在卫生方面也有

保证。

月光：可是，在饭店

吃年夜饭， 能让你感受

到一种全新的风味和环

境， 还可以为除夕增添

几分不一样的精彩，方

便省事不说， 还有酒店

里热闹的气氛和服务员

周到的服务， 让人感觉

真的很不错。

营养凉白开：对，在

饭店吃年夜饭， 虽然价

格高一些， 但不用自己

去买菜、烹饪。 没有了油

烟火燎， 也没有洗碗洗

菜的麻烦， 一家人可以

有 更 多 的 时 间 说 话 聊

天。

暂时无名：但要知

道， 在外吃年夜饭虽然

比较方便， 却少了一种

年味。 按照我们当地的

风俗，还是在家吃好。 因

为在家吃可以“年年有

余”，在外头吃“倒了就

倒了”。

未艾已止：另外，在

家吃省多了。 我们家

10

口人，比如选择吃火锅，

买菜和调料大概在

300

元左右， 酒和饮料自家

都有， 再加上煤气等各

种费用，一顿年夜饭

500

元都花不完。 但是如果

选择去饭店吃， 我们

10

个人最少也得

1000

元 ，

酒水还不可以自带，很

不划算。 况且，一年到头

在 外 面 吃 的 机 会 那 么

多，不用凑这个热闹。

深蓝：其实，在家吃

和在饭店吃， 各有各的

好处。 总的说来，在饭店

吃价钱高一些 ， 但轻松

自在；在家吃更省钱些，

却忙得不亦乐乎 。 这就

是“在家”和“在外”吃年

夜 饭 两 个 最 基 本 的 差

别。

谈笑风生：的确 ，在

家有在家的好处 ， 在外

有在外的道理。 其实，只

要一家人能高高兴兴、

热热闹闹、 平平安安地

聚在一起， 过年过得有

滋有味， 年夜饭在哪儿

吃都不错。

（见习记者 李敏整理）

年夜饭在家吃还是在外吃？

下题话题：春节就要到了，如何让这个传统的节日过

得更有意义，请大家来谈谈如何安排春节长假？

2009

年
1

月
4

日晚，网友
“湘水悠悠”在红网论坛发帖爆
料，称在江苏省淮阴公安网上看
到这么一条雷人失物招领启事，
讲的是淮安市一名小学六年级
学生蔡卓樾的“壮举”，将众多网
友拉回了以往那个纯真而温馨
的岁月。当然，也有网友认为有
作秀的嫌疑。

俗话说：“人总是要有点精
神的。”多年以前，我每月才开
100

多元钱，曾经看到一篇报道
说“比尔·盖茨不会捡自己脚下
的

100

美元，因为他捡钱的时间
能挣好几百美元”。今天我才知
道，这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根
本就是记者在胡编乱造，目的是
想说明美国人富有，而 中国人
贫穷，乃典型的崇洋媚外。其实，
外国的富人、名人也是非常勤俭
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
完全没有必要妄自菲薄，过分地
羡慕那些富有的外国人，丢掉了
人格和国格。毋庸置疑，我们的
日子也是上楼梯吃甘蔗———节
节高，步步甜。难道不是吗？

古人云：“夜不闭户，路不拾
遗。”中华古国，礼仪之邦，历来
都不乏拾金不昧之人。

1

月
2

日
《长江商报》报道：取款

8

元多出
1

元，武汉新洲太婆步行
3

小时
送还。

68

岁的王淑兰太婆说：
“这么小的事就不要宣传了。一
块钱很多人都不在乎，但我在
乎———这是一个人做人的习惯

问题。”老人的举动和话语就是
一面旗帜，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
的思想教育课。大家也经常捡到
一两元钱，但是，绝大多数人都
是把钱装到自己的腰包里，而没
有像淮安市一名小学

6

年级学
生蔡卓樾一样，把钱交到警察手
里。面对王淑兰老人和蔡卓樾小
朋友，大家是否感到羞愧万分、
无地自容呢？

常言道：“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民公安为
人民，鸡毛蒜皮小事暖人心。江
苏省淮安市淮阴公安分局，在网
站上开设了专门的“失物招领”
一栏，让失主领取驾驶证、皮包、
眼镜、耳机、银行卡、相机、手机、
手表、太阳能电池板等等，不一
而足。这是他们作为政府信息公
开的具体实施步骤，通过互联网
发布失物招领信息。窃以为，他
们的做法值得肯定，应该表扬。
但是，人言可畏，在许多网友的
抨击下，他们删除了招领

5

角钱
的启事。这实在是令人痛心不
已，确实让人大跌眼镜。招领的
失物不论大小，都体现了一种为
人民服务的精神。

因此，我个人认为，江苏省
淮安市淮阴公安分局应该顶住
压力，把这件服务群众的好事坚
持做下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
说去吧。同时，我希望其他公安
部门能这样做，广大人民群众一
定会拍手称快。

春运临近，尤其是一些地
方已提前进入春运，关注春运，
关注票价，关注一票是否难求，
关注春运服务的质量等，就是
关注春运的和谐度。

3

日，有两
条关于铁路方面的新闻引起笔
者的兴趣。

其一，在列车餐车上吃饭
较慢，竟然被车上乘警和列车
员强行连推带拉撵出了餐车。

2

日，重庆市民王柏华向本报投
诉称，元旦其到贵州出差后乘
坐

K586

次列车回渝，结果因为
吃饭慢居然被撵出餐车，

3000

多元的铂金戒指也被弄丢，让
他新年第一天就受了一肚子窝
囊气（

1

月
3

日《重庆晚报》）。
其二，

2

日，学生小刘在购
买动车组火车票时，发现其购

买的学生票价格比优惠票还贵
9

元。对此，铁道部表示，已开始
研究应对方案，适当调整折扣，
以确保学生利益落到实处（

1

月
3

日《京华时报》）。
要说“铁老大”最近几年在

春运中没有改进那是不客观
的。点点滴滴的进步是可圈可
点的———“春运不涨价”是他们
第一个内涵和谐元素的社会承
诺；在春运前的去年

12

月
21

日，铁路部门对符合购买半价
票条件的儿童身高作出调整，
由原来的

1.4

米提高到了
1.5

米，新标准从当天起开始执行；
出台了严防售票员内外勾结的
“四不准”；还有很多详实的应
急预案。

看主流与方向，“铁老大”

在前进，尽管没有“动车组的速
度”，但与文明同行，与和谐接
轨。然而，发生将乘客撵出餐车
的事，出现学生票不及优惠票
并且目前为止纠正方案尚未出
台的事，多少有点遗憾。是细节
上的疏忽？还是服务上的“折
扣”？往往细节决定成败。“铁老
大”在和谐春运上的一切努力，
会否因为细节上的疏忽或“失
误”而功亏一篑呢？

全国性的春运进入“倒计
时”阶段，暴露出来的细节上的
问题，应在第一时间纠正。时代
在进步，春运服务，不能还是那
张“旧车票”。铁路运输一定意
义上讲属于公共资源，理应承
担起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公共责
任，最大限度地以便民惠民为

目的来开创“和谐之旅”的新途
径。实现“艰难之旅”到“和谐之
旅”的根本性转变，唯有春运服
务的细致周到，充分体现出细
节关心；唯有相关政策措施的
细致入微，充分发挥政策的便
民惠民功效。

制度与政策的人性化是大
势所趋。有人说：人性化政策，
体现宏观的魄力，亦体现细节
的魅力。“春运不涨价”便是人
性化政策的宏观魄力；但是那
些习惯上认为只是“细枝末节”
的问题并非无足轻重。“铁老
大”还要做春运的“细心人”，在
细致服务上下工夫，在政策细
致上做文章。春运一张票，要
“全新的”内涵和谐元素，要体
现温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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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把 它 交 给 警 察 叔 叔 手 里 边
……”这首儿歌曾影响了几代
人。可现在你丢了几分钱、几角
钱还到处找，恐怕人家会以为
你财迷到走火入魔的地步。

1

月
4

日，《红网》称在江苏
省淮阴公安网上看到一条失物
招领启事，淮安市一名小学六
年级学生蔡卓樾在西马路口捡
到一枚五角钱硬币，交给了正
在执勤的交警，公安部门将其
拍成照片挂到了网上，让失主
带身份证件前来领取。

小学生拾到五角钱，能主
动交给“警察叔叔”，反映了孩
子纯真向善的一面，但是，公安
机关将这五角钱硬币拍照挂
网，供人认领，虽然褒奖了孩子
的拾金不昧行为，但由于货币
本身是不记名、不挂失的，这五
角钱究竟是谁丢失，又有谁会
花工夫来领取，公安机关会用
什么办法来鉴别失主身份，以
及将硬币制成数码照片上传到
网上，需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
……这些都是问题。所以，此事
一出，便遭网友热议，认为淮阴
公安部门此举不过是糊弄人的
形式主义，有作秀之嫌，是浪费
行政成本。

多数网友对这种做法并不
买账。看来，行政服务也要讲成
本、讲效率。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杜刚建曾说过，“中国是全世界

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行政服
务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
问题，只有关注行政成本，才能
使行政服务更显理性。

一方面是“群众利益无小
事”，一方面又要兼顾行政成
本，两者之间并非不可调和，只
要把握适度，考量民情，是可以
做到“鱼与熊掌兼得”的。如对
各类事故中遇险民众的抢救，
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就体现了
对民生的关切，这种抢救也许
成本较大，但能收到巨大的社
会效益。就现实来看，民众需要
的是实实在在的服务，有的放
矢的服务，而对那种以服务为
名的空洞服务、花哨服务，并不
欢迎。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
餐，政府的服务也是有成本的，
而成本最终将分摊到纳税人身
上。可以想见，五角钱招领虽然
兴师动众，但最终只会不了了
之，空有形式，得不偿失。

网民的苛刻和敦促，也给
政府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即如何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
的回报，这也是行政活动应该
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执政党，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不容易，
难就难在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
实现最大化的服务，在有限资
源的约束下，提高资源利用率。
在这里，任何华而不实的虚招
都不会让群众满意。

谁需要“五角钱招领”服务？
□

叶传龙
“五角钱招领启事”如拂面春风

□

毕文章

春运服务不能还是那张“旧车票” □

王旭东

■

世象民生

■

正方反方

■

辣言辣语

反正

标新立异的学者请常回“家”看看 □

陈一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