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友可以当民意代表了，

这被认为是网上参政议政的

重大进展。《南方都市报》

2

月

17

日的报道称，河南洛阳几位

知名网友近日以网民的身份

当选人大代表和被推荐成为

政协委员。 报道评价说，虽然

还没有直接划出“网民界”，但

事实上已经在跨出这一步。

如果洛阳市民因此而欣

喜，我认为他们只能欣喜于当

地政治环境的进一步改善，而

没必要对网络监督正式走上

参政议政舞台期望过高。 从

前，网络监督曾被一些地方官

员视为洪水猛兽；现在，网络

监督者可正大光明地担任民

意代表。 其中的要义在于，网

络监督被进一步正名，成为官

方认可的监督形式。 但意义也

仅此而已，所谓的“网民界别”

划分，则纯属没谱的事儿。

真正开明的政治胸怀，不

是徒具认可网络监督的姿态，

而应当主动接触和吸纳网上

民意。 选出网民当代表，与崇

尚网络监督不存在对等关系。

虽然，周老虎、违规出国考察

等多起经典网络曝光事件显

示了网络监督的强大力量，但

请别忘了，这些事件都是从小

小论坛里发掘出来，经过网民

穷追猛打之后，才赢得了艰难

的胜利。 形成全民关注的热点

后才被动地处理， 这多少表

明，真正从网络中关注并重视

民意，并没有成为政府部门乃

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

共识。

一个小学生可以是网民，

一个耄耋老人也可以是网民。

当然， 现有的人大代表与政

协委员们同样可以是， 并且

很可能绝大多数都已经是了。

所以， 所谓的“网民界别”

比虚拟的网络本身更虚拟 。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 现有的

代表们有没有利用好网络平

台， 当好一个网民 ？ 网民当

了代表后， 其为民请愿的质

量会不会下降？

从目前网上掀起的一些

热点事件来看，似乎鲜有出自

民意代表之手，也较少有民意

代表看了网络曝光事件后，主

动向公权机关提意见。 这大概

是因为，目前的代表与委员们

都很忙，临到开会才匆匆提交

未经调研的书面建议，更别提

网上监督了。 譬如前两年，巩

俐委员提交一份“即兴 ”之作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提案

遭批后，竟然语出惊人地反驳

说：“网上的东西我不在意，我

连看都不看。 ”其对网络之轻

视，由此可见一斑。

网民当了民意代表后，最

大不同是，书面提交的意见和

建议会得到相关部门的答复，

网上反映的问题则没有这种

待遇。 但书面提交的议案和提

案不像网上发帖那样具有广

泛传播的效应，因而，有关部

门的回复未必会高调而令人

满意。 这样一来，网民代表的

优势就无法显现。 更何况，当

了民意代表后，像从前一样随

心所欲地发帖已无太大可能。

所以，网民成为代表未必

会有明显优势，如果有优势的

话，那么现有的一些代表和委

员都可以有。 只要民意代表们

都愿意保持网络监督的态势，

愿意积极关注网上的社情民

意，那么是否选取“网民界”的

民意代表，已不重要。

“网民当代表”更需“代表当网民”
□

椿桦

孩子的第一引路人，应该怎么当？ □

陈家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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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户口迁移收取

50

元的手续费， 钱收了却不给

开具收据。 正常的行政收费

有收费依据和标准， 哪有没

有票据的行政收费呢？ 此事

虽小 ， 却引起了市民 的 重

视， 通过媒体舆论监督， 不

合理的手续费终被退还， 收

费者受到处理， 收费标准也

开始公布。 （详见本报
2

月
16

日
3

版 《收费如果合理
为何不给收据》、

2

月
18

日
3

版后续报道 《收费如数退

还 责任人受处理》）
50

元数目虽小， 但累计

起来不是一个小数目。 如果

市民不去追究， 那这项收费

将继续“合情合理”到几时？

从追寻这

50

元的收费是否

合理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市

民法律意识的增强， 维护自

身权益意识的高涨。 索要发

票和收据应形成习惯， 而不

少市民在交易中往往会忽略

索要票据， 以至于在权益受

到侵害时却束手无策。

为了便民， 为了更好地

服务于民， 国家取消了多项

行政收费。 作为普通市民，对

国家的收费项目了解不多，

获取收费信息的渠道多是阅

览行政收费项目标准的公告

和咨询工作人员。 现在提倡

透明、公正的行政服务，各种

收费应该公示于民。

我们从这

50

元收费追

踪过程之中也看到舆论监督

的力量， 闻到了媒体的正义

之声，事件虽小，让人们感受

到的却是一股正义的暖流 。

不合理收费在正义的判决中

寿终正寝， 得益于市民的质

疑，得益于媒体的监督，也得

益于相关部门的重视。

市民和媒体有监督的责

任和义务， 监督大权把握在

自己手里。 既然法律赋予我

们监督的重任， 市民和媒体

就应该扛起这项重任， 把监

督进行到底， 把监督权落到

实处， 让乱收费现象在监督

中难以生存。

把监督进行到底 □

岳保红

2

月

10

日， 我市春节后

首场人才交流会在市人才交

流中心举行。 许多求职者青

睐大企业， 而中小企业的招

聘台前却显得冷冷清清。 一

些大学毕业生因为没有找到

事业单位的招聘台 空 手 而

归。（详见本报
2

月
13

日
2

版《就业期望值应符合社会
需求》）

之所以出现“有业不就”

的情况， 是因为求职者特别

是大学毕业生的心 态 未 放

平，观念未能及时转变。

2008

年的 一 场 金 融 危

机， 让许多企业有了不同程

度的“瘦身”。 特别是沿海

一些企业， 纷纷裁员， 以求

生存。 面对就业整体形势的

不乐观， 每年大学毕业生一

批接着一批地出来找工作 ，

无疑， 竞争就更加激烈了。

一些大学毕业生在工作

上挑三拣四， 好的工作得不

到， 差的工作看不上。 不少

大学生就处在“夹心层” 的

尴尬位置。

分析其原因， 我们可以

得知： 客观原因的确是高校

扩招， 大批毕业生涌入求职

市场， 人数增多， 而提供的

岗位却相对不变， 这无疑就

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 另

一个方面， 大学教育和社会

岗位职能需求出现脱节。 不

少学生在学校学习四年， 很

少参加社会实践， 加上读书

人特有的清高， 让这些学生

养成了眼高手低的毛病。 一

项工作， 看起来简单， 可到

实际操作时 ， 会漏洞百出。

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学生的

就业观念还是沿袭老一套 ，

认为只有大企业、 事业单位

的工作才叫工作， 小企业及

民营企业就叫打工。 这是传

统观念在作怪， 如果真正能

认识到不管是在大企业还是

小企业都是就业的话， 也就

少了很多问题， 也不会出现

有业不就的现象。

2009

届毕业生的就业工

作即将拉开序幕， 国家在这

方面出台了一些优惠措施 ，

帮助大学生顺利实现就业 。

例如： 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就

业，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让

大学生树立“先就业， 再择

业”的就业观念，帮他们调整

好心态， 从容应对目前所面

临的困难。

然而，要真正消除“有业

不就” 现象， 还要靠学生自

己。 更新观念、转换思想，接

受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

转向“大众教育”的事实。

摆正自己的心态， 从基

层做起， 把手头上的工作做

好，做得漂亮，那就是你的成

功，也是一种收获。 因为，心

态决定高度， 心态决定着你

的发展。

大学毕业生应就业为先 □

叶晓伟

成都市人民公园内一母亲

为博士女儿散发征婚名片，名片

内容充满自责，称自己当年只要

求孩子学习再学习，不顾人伦天

理， 坚决反对女儿交往异性，时

至今日虽悔悟自责，女儿却青春

难再。

(

《成都商报》
)

■

漫画评论

母亲为博士女儿征婚
□

张广墅图

近日， 全国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

在杭州结束。 这是自

2004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下发

以来， 首次对各地贯彻落实

情况进行总结、交流、表彰。

诚如会议所认为 ：“

4

年

多来， 全国各地各部门积极

行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扎

实推进，取得突破性进展，呈

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

势。 ”会上亦对党中央、国务

院和各级党委政府为未成年

人办的一大批好事实事进行

了列举，还有

14

位地方代表

作了发言。

毋庸置疑，这些努力、成

效与经验都见证了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的历程， 更昭

示了其未来。 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 不仅是党和政府

以及社会的事， 同时也需家

庭和学校的努力。 就目前情

况而言， 发挥学校和家庭的

作用亟须重视。

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的理念中，对学校 、家庭 、

社会“三结合”教育网络是予

以高度重视的。 但在实际操

作中， 对于学校和家庭特别

是家庭， 似乎很难有什么行

之有效的手段去促成其发挥

作用。 而在实际生活中，有关

学校和家庭未能恪守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方面职责的

事例，也是比比皆是。

比如， 这些天， 有报道

称， 教授建议学生向老师下

跪感恩；前些时候，有地方规

定中小学生要向过往车辆敬

礼等等。 这些做法之所以都

引起争议， 就在于其与培养

具有健全人格的公民这一教

育理念有悖。 尽管这些做法

都有堂而皇之的理由， 比如

为的是感恩， 为的是孩子交

通安全等等， 但果真如是就

不必如此舍近求远， 毕竟感

恩方式有很多种， 不是下跪

了才是感恩， 敬礼了才是维

护生命安全。 下跪磕头、向过

往车辆敬礼， 摒弃的是平等

意识，复燃的是尊卑观念。

上述故事只是最近几则

相对比较极端的例子， 在很

多情况下， 不少学校和老师

在孩子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确

有未尽职责之嫌。 很多时候，

都只是在教孩子知识， 未能

教孩子做人， 或者说在育人

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对于学

校和老师来说， 如何培养一

代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健全人格的现代公民， 如何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事业、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培养一代又一代新人， 始终

是一个重大课题。

家庭和家长在孩子思想

道德建设方面的状况更是不

容乐观。 很多家长可能不太

在乎孩子这方面的成长 ，只

一味地教导孩子要学习好 ，

成绩优秀，要有出息，将来能

找个好工作诸如此类。 有的

家长虽然重视， 但往往重言

传而不重身教， 所起的作用

也就微乎其微。 我经常去学

校接孩子放学， 不少家长的

素质确实不敢恭维， 比如有

的家长把车就停在路口下车

买早餐， 任双向车辆排起长

龙， 还有的家长因为老师下

课晚了些就口出污言大骂老

师等等， 人们当然就不免为

这样的家长所培养的孩子担

忧。

如何在新的时代环境和

条件下发挥好家庭和学校在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

作用， 如何促使家长和老师

自觉担起职责， 值得我们深

思与开掘。

广告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呢？ 简而言之，就是“说服大家

接受商品的特点和信息”。 这

样的定义就直接导致了这样

的结论：衡量一个广告做的是

否成功，就要看其对销售的提

升和促进作用： 销售上去了，

这个广告就是成功的； 否则，

就是失败的。

《中国新闻网》

1

月

31

日

报道： 在去年北京奥运前，恒

源祥曾经推出十二生肖的广

告， 由于内容台词重复无趣，

被民众批评是“折磨人的广

告”， 广告被大家骂得体无完

肤，但恒源祥也一夕爆红。 显

然该品牌不在意批评声，今年

一开始又推出同样类型的十

二生肖广告，让民众看了真的

快昏倒。

电视广告的作用越来越

大，很多的中国消费者都会受

到电视广告的刺激。 有些人非

常愿意看广告，他们主要是想

从广告里获得企业的信息、产

品的信息；还有一部分人希望

从广告中获得享受 。 既然如

此，电视观众自然有权对广告

评头论足，说三道四。 但是，厂

家如何做广告绝对不会完全

听从电视观众的，正所谓“你

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

恒源祥的十二生肖广告

之所以受到抨击，是因为他们

在广告里足足一分钟内就是

牛牛牛、虎虎虎、兔兔兔，十二

生肖每个念

3

次。 于是乎，有

很多观众认为听起来简直就

是感官的疲劳轰炸，看起来实

在是痛苦、无奈、想撞墙，因为

这勾起他们去年北京奥运前

最不堪的回忆。 俗话说：“穿衣

戴帽 ，各有所好 。 ”我个人认

为，恒源祥的十二生肖广告还

是蛮不错的， 一没有情色，二

没有夸大其词，三没有自吹自

擂 ， 而且宣传了中国传统文

化，至少再一次告诉了每个中

国人十二生肖是什么。

当今社会，有争议才能引

起轰动效应，也很容易获得成

功。 比如，央视的主持人有争

议的都大红大紫了， 李咏、崔

永元就是例证。 再比如，脑白

金争议有多大？ 如今不是做大

做强了吗？ 从恒源祥的十二生

肖广告引起的争议来看，他们

的这次广告营销策略是非常

正确的，应当是属于非常成功

的，至少让看过广告的电视观

众记忆深刻，难以忘怀。

常言道：“萝卜白菜，各有

所爱。 ”一种新生事物的出现，

势必会褒贬不一。 恒源祥的十

二生肖广告也不例外。 喜欢者

可以尽情地欣赏；厌恶者也不

必义愤填膺。 你们就是口诛笔

伐， 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

那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人家媒体 、 厂家想这样做广

告，你们就是满心不愿意那也

是猴子看戏———干瞪眼。 不是

吗？ 你们不愿意看，换台就是

了，何必为此烦恼呢？ 大过年

的，气大伤身，不划算 ，真的。

正所谓“听人劝，吃饱饭”。

恒源祥十二生肖广告有何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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