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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何勇

■周龙

■毛建国

时事聚焦
“众神之国”尼泊尔遭遇的灾难，

牵动着世界的心。8.1 级强烈地震，
黯淡了雪山蓝天间闪耀着阳光的屋
顶，也黯淡了高山之国里人们纯真的
眼眸。“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共克时
艰、战胜灾害”，习近平主席第一时间
发出的慰问电，代表着每一个心怀善
念关注斯土斯民者的心声。而第一
时间，对地震波及的西藏受灾地区展
开全力以赴的抗震抢险；第一时间，
相关部门积极调配运力前往尼泊尔
接回我国滞留游客，快速有力的行
动，更让受灾同胞感受到祖国力量。

就在4月20日，我们刚刚纪念了
芦山地震两周年；马上进入5月，接踵
而来的就是汶川地震七年祭。从汶
川、玉树，到芦山、鲁甸，人们心中的
伤口虽已不再流血，但疤痕却仍未淡
去。这无疑让更多人对于邻国发生
的灾难有着强烈的“切身感”，祈愿那

不断更新的伤亡数字不再上升。更
何况，在尼泊尔已有20多个同胞因之
遇难，而一山之隔的西藏震感强烈，
损失也很严重，数十人死亡受伤，20
多万人不同程度受灾。

这样的感同身受，也正在化为
“中国行动”。在西藏，318国道路段
加速抢通，救灾物资连夜发往灾区，
一系列迅速而有效的措施，温暖着受
灾藏民的心。这样的“中国温度”还
在跨越国界，给无数尼泊尔人送去关
心、支持、行动。在加德满都开了家

“中华面馆”的四川人李亮，地震后在
损毁的面馆里，熬好稀饭等免费发
放。这种“最中国”的食物，或许能让
身处困顿中的人们从胃温暖到心。
在国内，媒体密切关注尼泊尔的消
息，很多网友在准备组织募捐，更多
人在网上点起蜡烛祈福，甚至有人自
发前往灾区。这一切，是人道主义情
怀最质朴的体现，也是中国价值最真
挚的释放。

而国家层面的“中国行动”，更释
放出强大的力量。“亲望亲好，邻望邻

好”，山水相连的邻居遭遇自然灾害，
中国一定会“坚定同尼泊尔人民站在
一起”。中国政府决定向尼泊尔提供
2000 万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
援助，包括帐篷、毛毯、发电机等灾区
急需物资，帮助开展救灾安置工作。
26 日上午，由 62 人组成的中国国际
救援队就已经抵达加德满都。而水
电站、通讯设施等中国企业在尼泊尔
建设的项目，同样投入了抢险救灾。
正如尼泊尔驻华大使所言，中国朋友
是“患难之交”，这样的正能量，一定
能帮助尼泊尔渡过难关。

这些年来，世界已经见证了越来
越多的“中国行动”。1个月前，也门
纷飞的战火中，中国在撤出613名本
国公民的同时，还协助来自15个国家
的 279 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在海
地、日本、新西兰等国的救灾行动中，
中国国际救援队都发挥着重要作
用。更多民间组织也默默参与各种
国际公益活动，让人看到中国人的力
量。飘扬的五星红旗、“谢谢中国”的
真挚话语，成为一道温暖人心的风

景。这些行动刷新着中国的国家形
象，向世界递上了一张讲信义、重情
谊、解危难的国家名片。

改变世界，需要行动的力量。即
便是地震这样难以避免的自然灾害，
只要能携手同心，也可以将损失降到
最低。从这个角度看，“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的中国古训，有着深刻的现
代意义。当今世界，还有更多其他挑
战，需要我们行动起来。大面积存在
的贫困问题、一些地方难以熄灭的战
火、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多数人自由
全面的发展……这些难题的解决，已
经有了更科学的思路、更强大的技
术。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打破隔绝、
敞开心门，一起行动起来。

尼泊尔的很多建筑上，都画着一
双眼睛：那是体察世间万事万物的

“智慧之眼”。是的，每一个人、每一
个国家，都要把世界纳入眼中、装在
心里、扛在肩上，从感动到行动，有责
任有担当，才能凝聚起智慧的力量，
一起走向更好的未来。

（来源：人民日报）

从尼泊尔强震看“中国行动”
■金苍

“卡” 随着机动车普及，交通违章和因此带来的缴费成为每个司机都可能面临的资金事务，然而重庆部分代
收费银行借此要求缴费人办理本行指定类别银行卡，不少司机认为这是“强买强卖”行为。 ■新华社 朱慧卿

诗是诗人最好的纪念碑

据媒体报道，河北衡水二中的
一教学楼每层都安装了密封的铁
栏杆，据说是学校为了防止学生跳
楼，引来不少网友“吐槽”。对此，
校方表示，此举是为了学生安全而
安装的护栏。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黄冈中学
神话褪色的讨论还没有结束，衡水
二中教学楼安装铁栏杆一事又掀起
了舆论风潮。对于这些高考名校，

“高考工厂”“监狱学校”“中国教育
的悲哀”等谴责之声不绝于耳。

确实，从素质教育的理念来
看，近些年涌现出的所谓“神话中
学”，无论是黄冈中学还是衡水中
学、安徽毛坦厂中学都似乎与现代
教育理念格格不入。但在媒体和
公众的批评之外，当事的学生和家
长却对此表现得比较淡定，甚至在
一定程度上热捧。

超级中学被追捧，源于其头上
的“神话”光环。这些“神话”中学
的“神性”，一方面表现为规模的庞
大和升学率的奇高，另一方面则表
现为成长土壤的贫瘠。一些超级
中学所在地区，普遍都是经济欠发
达地区。

在教育研究者看来，“衡水二
中”们的成功，几乎完全是对教育
理念的颠倒。不仅显得很笨，只会
以简单的高压管理来提高学生成
绩，而且显得很傻，防止学生跳楼
就加装护栏，没有任何值得学习的
地方。但从现实来看，这一模式恰
恰在国内许多学校中得到大规模
的复制，不是因为它的理念有多先
进、多科学，而是因为它的有效和
适用。

这些“神话”学校的追随者，很
多都身处经济落后地区，文化土壤
也相对贫瘠。例如，甘肃的会宁一
中以苦教苦学声名远扬，在某些方
面可能比衡水二中还要让人“无法
直视”。而学校所处的县，则是甘
肃最为贫穷的地区。2005年，笔者
因采访图书馆问题去过一次会宁
县，当时的馆长告诉我，因为经费
问题，他们已经有十年没有进过一
本新书。

在对“衡水二中”们的批评声音
中，最多的还是“素质教育”。在教
育领域，素质教育无疑是非常正确
的教育理念。但说正确的话固然容
易，在操作层面上，如何释放更多的
教育资源给贫穷落后地区，让这些
地区的学生除了苦学，还有更好的
改变命运的途径，才是我们更应该
考虑的问题。 （来源：光明日报）

针对3月28日河南省文物保护
单位——临颍县巨陵遗址遭人为
破坏，高达 6 米的遗址地面部分被
铲车推平一事，该县文化局近日作
出回应：依法对巨陵镇村镇发展服
务中心给予 10 万元人民币的罚
款。对施工方法人崔二岗给予5万
元人民币的罚款。警方经过调查，
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崔二岗
行政拘留10日，行政罚款500元的
处罚。另外2名涉事官员被给予党
内警告处分和行政记过处分。

在铲平楚王陵案件的处理上，
地方政府部门被罚款10万元，相关
决策官员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按
照政府要求施工的负责人被罚款
加治安处罚，比决策者处罚更重。
虽然当地回应称这是依法处理、处
罚。但是，巨陵遗址属新石器文化
遗址，至今已有千年历史。毁了千
年王陵，记过罚款就算了吗？

众所周知，根据故意毁坏文物
罪的定义，“违反文物保护法规，明
知是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
确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而予以故
意损毁的行为。”而巨陵遗址并不
是一般的文物，属于河南省文物保
护单位，这意味着当地政府铲平巨
陵遗址的毁坏行为，已经达到了故
意毁坏文物罪的立案标准，而不是
简单罚款和党纪政纪处分了之。

如何让《文物保护法》长出牙
齿，赋予文物更有力的法律保护，
应该成为今后文物保护的重点方
向，否则，毁坏文物所获得的利益
远大于付出的法律代价，今后的文
物保护状况岂不让人堪忧？

（来源：新京报）

铲平楚王陵，
岂能罚款了之

很多人都回忆上世纪 80 年代，
那真是一个读书的年代，也是一个
盛产诗人的年代，那个年代出现了
很多脍炙人口直至今天依然值得反
复吟味的诗歌。虽然有人一直以不
够深沉来质疑汪国真，而汪国真本
人也没有怎么辩护，但即使以最苛
刻的目光打量，也不能否认汪国真
是那个年代“最走心”的诗人之一，
也不能否认他曾经影响了一代人。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
的山”，“如果生活不够慷慨，我们也
不必回报吝啬”……汪国真的诗，一
直伴随着我们。

好的诗歌，具有穿透人心和穿
越岁月的力量。真正的诗人，就是
那些即使人走了，依然有诗被吟诵
的人，汪国真无疑是这样的诗人。
应该感谢汪国真们，和他们带给我
们的诗歌。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
们的青春才少了许多的迷茫。一直
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汪国真们
成全了那个时代，还是那个时代成

全了他们?应该讲，每一个诗人的成
长都有偶然性，但上升到一个整体，
能够群星涌现，却有着必然性，有着
超越自身的时代力量。

读者和作者，从来都不是单向
度的关系，而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
系。对于一个读者来说，生在一个
没有好诗人没有好诗歌的时代，是
一种莫大的悲哀；对于一个诗人来
说，生在一个没有读者，写出诗歌无
人欣赏无人问津的时代，何尝不是
一种最大的悲剧？汪国真们最热的
年代，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只要写好
优秀作品从来就不缺少读者。那个
时代的读者碰到一批才华横溢的诗
人是一种幸运，那个时代的诗人碰
到一批热爱诗歌的读者，又何尝不
是一种幸运？

这也为我们观察书香社会，提
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大的框架上
讲，书香社会是由读者和作者构成
的，把其对接起来的是作品。一个
真正的书香社会，不仅需要有一批

热爱读书的人，而且需要有一批能
够提供优秀作品的人，这两者也是
相辅相成的。有着一批优秀的诗
人，产生一批优秀的诗歌，人们才会
爱上诗歌；有着一批爱诗的人，诗人
能够找到知音，自然会激发更大的
创作热情，涌现更多的优秀作品，产
生这样的良性循环，书香社会也就
真正建设成了。也就是说，建设书
香社会需要更多汪国真，建设书香
社会也必然成就更多的汪国真。

诗是诗人最好的纪念碑。虽然
汪国真离开了我们，但因为有诗在，
他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从这一意
义上讲，对汪国真最好的纪念，就是
认真读他的诗，并且建设书香社会，
让更多人读他的诗。而且，既然选
择了书香社会，便只顾风雨兼程，怕
什么山高水长。正如汪国真诗中所
说，“我们走向并珍爱每一处风光，
我们不停地走着，不停地走着的我
们也成了一处风光”。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理性看待高考名校

人民日报：
“文件夺冠”与政策初衷

政策落实不力，有程序的问题、
人为的因素、利益的考量，归根结底
是缺乏对权力、对人民的正确认
识。积极稳妥落实政策，是各级领
导干部的职责所在，目的是让经济
社会得到更持久更健康的发展，让
广大群众享受更多更公平的实惠。
但是，有些领导干部偏偏忘记了这
个最重要的“政策初衷”。开弓没有
回头箭，究竟如何抓好落实，亟须每
个领导干部认真思考，积极作为。

环球时报：
加强民族认同，时刻不能放松

在今日中国，究竟应该如何看待
促进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措施？我
们拒绝民族主义的消极因素，但却
不能忽视更不能放弃民族主义的积
极因素。现代民族国家需要通过各
种方式不断促进、唤起公民对国家
的归属意识、忠诚与热爱。这种行
动就是积极的民族主义。积极的民
族主义让法律内化为自觉。简言
之，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积极的民
族主义可以促进文明进步。

中国青年报：
远离极端化 凝聚可贵的网络共识

近来的网络舆论场延续着过
去的热闹、活跃与混乱，在一些公
共话题上，各方争得不可开交，充
满一点就着的火药味。网络舆论
场上讨论问题，完全可以避免这样
的撕裂。尤其是在中央加大反腐
败力度、从严治党的语境下，舆论
的共识度和公众的“交集”本该更
多。如果在讨论问题时都有求同
存异的善意，远离那种极端的自
负，能“多念彼此的好”，能看到“事
实上对方跟自己有不少交集”，表
达上就不会那么充满戾气了，也不
会在极端对立的路上狂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