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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

■乔新生

时事聚焦

人民日报：
破除私心 成全公义

改革越难，越考验改革者的气
度、格局和境界。今天对改革者而
言，需要的不仅是解放思想，更要着
眼全局、敢于担当，破除私心，拿出

“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决心；成全公
义，秉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环球时报：
中国人更重民主实质而非形式

在国外主流的学术界、舆论界
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威权
体制。大多数人认为，一个威权体
制是没有正当性的。但是，看看随
机抽样的调查数据，就会得出跟判
断完全相反的结论。事实上，中国
已经创造了一套自己关于民主的
话语体系，只是学界对此还不够自
觉，不够自信。现在应增强我们的
体制自觉与体制自信。

中国青年报：
避免让“删帖”成为一种权力本能

网友反映的问题，本来不算多
大的问题，回复一下就可以解决。
可一删帖，反而成了非常被动的大
问题。很多负面舆情正是“删帖”
所激化的。删帖确实是一些官员
的本能。动辄“删帖”表现的恰恰
不是官员的强势，而是面对网络时
的恐惧与慌张。

爱国，情怀和尊严的传递

代言人 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表公开信，请求国家工商总局对北京市工商局发布餐
饮行业6种不公平格式条款的行为予以制止，并要北京市工商局公开道歉。消费者为工商部门发布

这些条款的欢呼犹然在耳，这一公开信却让人尴尬。
此前，北京市工商局曾公开表示，餐饮行业合同格式条款普遍在开瓶费、包间费、服务费、餐具费等方面存在侵害

消费者权益的内容，经专家充分论证后最终确定6种不公平格式条款。
这无疑是对当前消费者深恶痛绝的“霸王条款”的迎头痛击，受到普遍欢迎，更有不少消费者在自媒体上表达支

持，呼吁其他城市尽快出台类似措施，但中国烹饪协会依然表达了“行业公愤”，列出三大罪状：“不公平表述”以偏概
全，与餐饮行业实际背离；“违法定性”理由牵强，餐饮企业权益亟须保护；行政干预违背改革原则，监管决策需要客观
理性。同时呼吁国家主管部门纠正和发布方道歉，一时间舆论哗然。 ■新华社 蒋跃新

曼德拉的政治遗产

正在高铁耒阳西站买票的李
芝，突然被警方带走，“涉嫌去年在
青海盗窃，因怀孕取保候审，之后
一直未到案”。在衡阳看守所关押
12 天后，她被警方带到了青海调
查。青海警方很快核实发现，她的
身份被冒用了，他们抓错了人。这
起“跨省追捕”，实际是个错案。（中
青网12月10日）

近年来，警方错误通缉、错误
拘留、错误逮捕公民的事件并不少
见，有的是因为名字相同导致，有
的是因为身份证遗失导致。例如，
1999 年 9 月 2 日，在湖北做生意的
张俊接到家人的电话，说他被网上
通缉了。原来公安机关在追逃工
作中，不慎将同叫张俊的个人资料
错误录入；在广州打工的陆丰籍女
孩林贝欣，被浙江义乌警方作为匪
首“通缉”，后被关进看守所12 天，
原因在于她遗失的身份证被人冒
用。诸如此类的事件一再发生，不
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错误通缉、错误拘留、错误逮
捕发生后，有关人员会以工作失误
为由推托，顶多赔礼道歉，或者外
加一些数额很小的国家赔偿。这
并不足以给出错的警察以警示，而
错抓却会给当事人造成很大影
响。如果不建立相关制度防范，对
公民权利不啻于是一种威胁。对
于公民的通缉和拘留，必须建立更
严格的制度，从第一道关口防范错
误通辑、错误拘留。这就要求公安
机关在上网追逃和刑事拘留时，尽
可能了解犯罪嫌疑人身份等多重
信息。如果仅凭同案人说出的一
个名字就上网追逃，而没有更多地
核对此人的具体身份信息，就很容
易让同名同姓的无辜公民被错误
通缉与拘留。

在公民身份证管理上，公安机
关也要与时俱进，堵塞漏洞。比
如，公民身份证上要尽可能多记载
公民的信息，包括指纹信息等，以
便他人冒用后能及时查证；身份证
遗失后，即时挂失备案等。

对于由于办案民警重大过错
导致错误通缉、错误拘留，或者重
大过错不及时纠正错误导致公民
人身自由权利受到更大损害的行
为，要追究相应的纪律、行政责任，
甚至刑事责任。无论工作如何细
心，恐怕工作失误还是在所难免，
但是，有些错误通缉、错误拘留完
全是办案民警违背程序，不认真履
行职责造成的。还有些错误拘留，
在公民申辩后，本可以及时核查避
免损失扩大，但民警工作马虎，导
致公民延时羁押。对这些重大过
错，不能仅仅由民警道歉、赔偿了
事，更应当追究他们的责任，以增
强其办案的责任心。

（来源：中国青年报）

没有人愿意被“错抓”

上海浦东新区张江地区是年
轻人工作生活较为集中的地区之
一，区内新建了多个小区，街道居
委会均在小区会所设置了办公场
所。小区会所内建有健身房、阅览
室、乒乓球室等。但因为居委会上
班时间和大多数居民的上班时间
重合，往往是居委会上班，会所开
门，居委会下班，会所关门，双休日
更是全天休息。所以当居民们下
班后想锻炼身体、双休日想读书健
身，却发现设施齐全的会所总是大
门紧锁，居民们只有望“所”兴叹。

最近，有关群众办事难的话题
不断见诸报端，各地也掀起了一股
改善政府服务功能的热潮。对此，
一些居委会是否该反思一下如何
改进工作，莫让生硬的作息制度、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疏远了居委
会和居民的关系。（来源：新华社）

居委会作息制度
能否更便民

近日，一篇题为《没有了祖国你
将什么都不是》的帖文在互联网上广
为流传。文章饱含激情地探讨了国
家兴亡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气势
凌厉，语言铿锵。

有一种爱，始终值得我们用满腔
热血去浇灌、膜拜。诗人艾青一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
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传递出多少
中华赤子的情怀。邓小平一生人格
的真实写照，浓缩成朴实而深情的话
语——“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
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祖国如母，承载着我们最真挚的

爱。我们所站立的地方，我们所生活
的国度，正是我们的中国。这一刻，
或许我们为人心不古、德行缺失黯然
神伤，下一刻就可能为人间真情、爱
心潮涌喜极而泣；今天，我们看见爱
的阳光驱散了灰暗的雾霾，明天却不
得不正视被乌云遮蔽的星空。正是
这个让我们笑又让我们哭、让我们喜
也让我们忧的中国，左右着我们内心
最深沉的情感。

每一个看似卑微的梦想，都与这
个国家和民族休戚与共。这蕴含着
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个人得失与国
家发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国
家真正强大富强了，我们个人才能过
上有保障、有尊严的生活。中国梦，
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
利益，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期盼。

在今天的中国，“人”字越写越大，对
个体的尊重，对个体价值的认可，从
没这样受到高度关注。

应该说，中国社会总体上还是充
满积极因素的，民众对国家进步有着
热烈的渴望。这是我们发展进步的
巨大优势和资源，这种优势资源在过
去 30 多年间得到了充分释放和引
导。今天，这种“正能量”同样需要得
到持续激发。但也不可否认，现在微
博、微信上造谣生事、诋毁党和国家
的文章也时常沉渣泛起，搅动波澜。
事实上，历史和现实给过我们不少警
示，务必要保持足够的清醒和理性。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最理想的道路，
还得是正在实践着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舍此，则别无他途。

爱国是一种态度自觉，更需见诸

实际行动。俄国作家杜勃罗留波夫
说过：“真正的爱国主义不应该表现
在漂亮的言辞中，而应该表现在为祖
国谋福利，为人民谋福利的行动上。”
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该善于把爱国
情感具体落实到对社会、对集体、对
他人、对工作的态度和原则上，行为
文明、勤俭节约、廉洁自律、忠于职
守、遵纪守法等等，都是爱国的具体
体现。当然，我们深知，改变大环境
非一己之力、一日之功可为，推动国
家进步却离不开点点滴滴的合力。
个体的力量看起来微弱，汇聚起来则
是建设国家的强大源泉。

母亲是唯一的，即使不美丽、不
富贵，却不可替代。对母亲，我们都
有牵挂，对家乡，我们都有乡愁，对祖
国，我们爱得深沉。（来源：解放日报）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溘然长逝，举
世哀悼。不少中国人悼念这位从未
谋面的黑人总统，不是因为了解他的
英雄事迹，而是在他的身上寄托着自
己的希望。有人说他是一位反对种
族主义的勇士，但也有人说他是一个
政治平衡大师；有人说他是一个自由
主义者，但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民族主
义者；有人说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但也有人说他是一个善于运用民主
争取黑人权利的民粹主义者；有人说
他是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政治家，但
也有人说他是一个终身革命者。

在曼德拉身上的确有许多矛盾
的地方，但恰恰是这种矛盾，让人们
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
他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不放弃
武力，为此而失去人身自由；但是，即
使在监狱中，他也呼吁自己所在的党
派领袖在群众运动中保持克制，不要
把追随者的生命作为通向革命成功
的铺路石。政治选举胜利之后，他立
即决定成立南非和解委员会，调查历
史的真相，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南非

国大党选举胜利之后，那些携家带口
离开南非的白人，看到了曼德拉总统
的诚意，重新回到南非，以自己的实
际行动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之中。这
位总统不仅善于打碎一个旧秩序，而
且善于建立一个新秩序。

他是一位具有包容情怀的政治
家。当他任期届满，南非国民都拥戴
他继续担任总统时，他以自己“垂垂
老矣”为理由，把总统的位置让给了
南非国大党的年轻领袖。他不仅能
够包容曾经遭受的耻辱，原谅那些曾
对他恶语相加的狱卒，而且能够包容
那些持不同政见者，让他们在国家的
政治体制内看到希望，为他们提供公
平竞争的机会，让他们通过自由上升
的通道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这是一
个中国古代贤人所追求的完人形象。

今天人们怀念这位伟大的领袖，
是因为他出生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之
中，在特定的时期发挥了特定的作
用。在那个种族隔离的年代，他在寻
找达成和解的途径，希望以最小的代
价，为被压迫的黑人争取应有的权

利，以最大的诚意争取白人放弃自己
的特权，从而使南非成为所有人的南
非而不仅仅是白人的南非。他以自
己的思想感动社会，让那些街头的暴
徒放下武器，也让端坐在庙堂的统治
者把手放在胸前，仰望星空认真思考
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人们怀念曼德拉，更多的是怀念
那个心目中的理想国。因为社会缺
乏自由，人们把他塑造成一个自由主
义者；因为社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民
主和解，人们把他塑造成一个贯彻民
主政治原则的解放者。其实，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具
有不同的含义。当人们深陷囹圄渴
望自由时，自由主义实际上是恢复自
由的身体；当人们走出囚徒的牢笼，
自由主义就变成思想的解放，言论、
出版、通信、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
当人们渴望选票时，民主主义就是普
遍的民主选举原则；可是当人们真正
拥有选票，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政治
意愿，并且实现多数人统治的时候，
民主主义就变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

关怀和照顾，变成社会的大融合。如
果人们为自己拥有选票而欢呼雀跃，
却忘记那些选举中成为少数群体、基
本权利时刻受到威胁的公民，民主主
义很可能会变成专制主义。

所以，我们怀念曼德拉，不能只
看到结果而忽视了过程，我们应该把
曼德拉看作一个时代的象征，看作一
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不断发展变化
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全面理解这
位伟大的政治家，才能将他的宽容和
包容精神继承下去。他不是一个胜
利者，他是一个胜利者的代表；他不
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英雄国家的领
袖。当南非政府勇敢地抛弃种族隔
离制度，实行民主选举的时候，这个
国家就已经获得了世界各国的尊
重。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曼德拉在
特定的政治群体中扮演着积极推动
者的角色。笼罩在他身上的一切光
环与他无关，他赤条条地来、赤条条
地走，以自己的光明磊落和无私无
畏，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光辉的岁月和
美丽的彩虹。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