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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

寻找通向春天的幸福路
幸福感与一个人处于社会中的尊严有关，与社会提供给我们的期待有关，与人人之间的情感有关。

■ 观察家

校车送学生回家
不应受到处罚

只要管理方式进行一些创新，社会
车辆参与客运的风险完全可以控制。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此刻，无论您身处何地，请
接受我们向您送上的最美
好的新春祝福。

这是一年中最美好的
时候，我们或举家团圆，或
走亲访友，或围炉小坐，或
逛庙会、观灯、出游。无论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春
节假期，这一天的幸福感，
都将毫无保留地从每个人
的脸上洋溢出来。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
“幸福感”一直成为人们最为
关切的命题。春节只是这个
命题最典型的感受时刻。

幸福是新春时的满足
感。尽管在过去一年时间，
中国经历了经济的波澜起
伏，围观了世界的政治变

幻；尽管在过去的一个月
中，大多数人都历尽艰辛，
奔向故乡。但是对于许多
家庭来说，此刻的团圆消弭
了曾经的分离，亲情的收获
多过所有的付出。

其实人的一生既复杂
又简单，许多时候，幸福就
是简单的快乐，是期望值和
收获之间的正比。

幸福又是新春时的平
衡感。在一个社会发展的
过程中，平衡和稳定是重要
的保证。这种平衡体现为
社会群体之间缩小精神落
差。过去一年，人们总是会
多多少少地和自己、和身边
的人比较一下，参照一下，
甚至会焦虑、不满和彷徨。
我们这个社会仍有着诸多

的不公平与差距，但不管怎
样，大多数人都在靠着自己
的努力改变着自己的命运，
当父母问起一年的工作收
获，孩子讨要压岁钱，朋友
相谈一年的体会，我们都能
拿出让自己满意也让他们
满意的成果。

幸福还是新春时的希
望感。一个社会的发展，不
能止步于当前的收获，更不
能止步于牢骚话。希望是
一种将长期的工作目标和社
会发展方向结合在一起的想
法，是一种对自己的激励，也
是一种社会动员力量。我们
盘点一年的工作和生活，更
多的时候是从中看到自己的
成长，看到可能的新收获。
如果一个社会的希望幻灭，

那么它将无可救药。
遍数历史，我们的祖先

自走出刀耕火种，节日就开
始存在，它源于无数传统、神
话、祈愿、祝福。春节作为中
国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既
是神性的延续，又是传统的
烙印。春节时的祈福，也从
传统神性走向了社会期待。
这种文化的共识，成为了幸
福的重要基础，而社会发展
的成果，是幸福感的上层建
筑。在这二者出现偏差的时
候，其实更需要我们回到自
己的心灵深处，去寻找这种
能够得到幸福的内容。

2012 年，我们仍要在追
寻幸福感的道路上奔波。

当我们经历了 2011 年
的波澜起伏，当我们看到东

日本的海啸、利比亚的硝
烟，听到高铁的刹车声、小
悦悦的啼哭，感受到欧债危
机的凉意……尤其是当我
们进入改革开放的第 33 个
年头，当简单追求经济发展
速度正在让位于发展质量，
当不少人仍徘徊于深度改
革和利益重组的艰难之外，
这时候，我们会更觉得，幸
福感与物质条件不能简单
画等号，它与一个人处于社
会中的尊严有关，与社会提
供给我们的期待有关，与人
人之间的情感有关。

其实这一切都有着一
个共同的起点。今天，就让
我们从这个幸福的原点出
发，去寻找通向一个新春天
的幸福路。

1 月 22 日《新快报》报
道，日前，搭载 44 名学生的
深圳大学校车，在途经电白
县境内时，被交通执法人员
查扣。因为这辆车收取了
每名学生 80元的费用，且手
续不全，构成非法营运，因
而被罚款8千元。

学校好心为学生提供
方便，不仅通过补贴油费为
学生节省路费，也免去学生
往来于学校和车站的奔波
之苦，岂料，“用自己的车送
自己的人”却被打上了“非
法营运”的标签，这着实让
人难以接受。

就法言法，电白县执法
部门的做法倒并无不妥，按
照《道路运输管理条例》以
及广东的地方条例，类似这
种收费性质的人员运送，必
须获得相关的许可证，否则
就属于非法营运。

然而，合法不意味着合
理，学校有闲置的运力，春
运高峰期间为学生提供半
公益的服务，这对于社会有
什么坏处？众所周知，由于
非法营运法条的威慑，不仅
是校车，在节假日期间，许
多机关企事业单位车辆宁
可闲置也不敢提供客运服
务，许多上路的私家车宁愿
空驶，也不敢捎带旅客，

每年春运，交通系统运
力紧张，无论火车还是汽
车，均一票难求，与此同时，
法律却拒绝闲置的社会车
辆来为春运减压，对甘冒违
法风险参与春运的社会车
辆，执法部门往往也不会通
融，这其实是制度的内耗，造
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得承认，社会车辆参与
客运，确有一定风险，如运
送者与乘坐者的法律关系
不明，容易引发纠纷；这些
车辆的驾驶人员、车辆情
况、运营线路等未通过管理
部门的严格审核，可能埋下
安全隐患等。但是，对于这
些问题，处理的办法难道只
有一刀切的禁止吗？

实际上，只要管理方式
进行一些创新，社会车辆参
与客运的风险完全可以控
制。如，对于民众之间的拼
车互助行为，不妨鼓励他们
签署相关协议，明确相互的
权利与责任。对于校车送学
生回家这样的较大规模的

“拼车”，不妨要求车辆所有
者向管理部门备案。此外，管
理部门还可以对这些“拼车”
行为，提出相应的安全提示和
规范，并据此进行抽查等。

我们应看到，类似春运
这样的大规模人员流动，是
一种客流的“峰值”，如果民
航、铁路、公路的客运运力，
都按这样的“峰值”配备，那
必然造成日常期间的惊人
运力浪费。这样的情况下，
把闲置社会车辆，当做春运
等节假日运输的一个补充，
显然是一种双赢。

校车送学生回家被禁，
法律不应如此不近人情。
立法者不妨考虑修法，对节
假日期间的拼车或企事业
单位车辆接送旅客等行为
做法作出重新定性，允许半
公益性质的运输行为存在，让
奔波在回家路上的人们，能多
一个便利而廉价的选择。

□韩涵（媒体人）

■ 来论

医疗当然要分“人道”与“狗道”
“6 岁女童吕冬，突发

心脏病，抽搐，急需急救
车。”接到市民的救助电
话，北京急救中心派出急
救车赶往患儿家，进门后
却被告知，“吕冬”是一条
狗。北京急救中心提醒市
民，北京市的急救资源总
体不足，应把急救车留给
最需要用的患者。

把自己的宠物狗说成
是“6岁女童”，也许是养宠
物者自己的好恶，把宠物
也当成了自己家庭的一
员，而且等同于自己的孩
子，从养狗者的角度看，也
无可厚非。不过，把自家

的狗当成自家的人，并不
意味着你要强迫他人也把
你家的狗当成人来看待。

而且，狗病了打 120呼
唤急救，那不是爱狗，是害
狗。尽管人与动物，如猫
狗的医疗有一定的相似
性 ，但 还 是 有 很 大 的 差
异。例如，体重、体格、尺
寸的大小，药物剂量、手术
器械的差异，操作方式的
差别，以及更为深层的生
理、药物代谢机理、细胞、
分子和蛋白质的差异和大
小等，都必须区分开人与
动物的医疗。

所以，能诊断出人患

了什么病的良医甚至神
医，未必能诊断出动物患
了什么病并开出良方；对
病人能扎针输液的护士，
未必对动物扎针输液是好
手，否则就不会有兽医与
人医之分。

更重要的是，如果因
为对狗讲爱心而占用人的
医疗资源，就会让本应得
到急救帮助的人失去机会
甚至丧命，尤其是在节假
日人们特别需要急救医疗
资源之时，更不能让救狗
挤占救人来添乱和干扰正
常的社会和生活秩序。

□张田勘（媒体人）

能不能早点“高度重视”
1 月 20 日，《经济参考

报》报道“武荆高速拖欠农
民工工资”。省委省政府
领导对此高度重视，责成
省交通运输厅、省人社厅、
省总工会组成工作专班，
迅速了解核实情况，督促
武荆公司迅速解决问题。
当天下午，钟祥市已部分
兑现农民工工资，武荆公
司承诺，春节后确保资金
优先支付农民工工资，讨

薪农民工已撤离。
看到这段新闻，立马

想到武荆高速那个口出
狂言的副总经理齐玉生，
就是他狠狠地叫道“等到
年初一也不给钱！”结果，
省 委 省 政 府 一“ 高 度 重
视”，他们还是乖乖地掏
了钱。

现实的逻辑是，如果
没有农民工这一“闹”，就
没有媒体的报道，就没有

省 委 省 政 府 的“ 高 度 重
视”。现在部分民工兑现
了部分欠薪，但还有上亿
的欠薪，还有几千民工无
奈地做着武荆高速的债
主，他们同样需要上级部
门的“高度重视”。

试想，如果能早点“高
度重视”，而不是等到媒体
报道了，网上声讨了才去
作为，难道不是更好吗？

□江锡钰（媒体人）

慰问红包“先发后收”令人错愕
1月20日，宝鸡高新区

部分环卫工人受到市级领
导慰问，每人获得 300元红
包。慰问结束后，参加活
动的环卫工人拿到的红包
又被环卫部门负责人收
回。尽管有关人员事后解
释称，参加活动的环卫工
人此前已经发了 300 元奖
金，所以不能重复发放，但
仍被指“发红包慰问”是走

过场（《华商报》1月22日）。
刚到手的慰问红包立

刻被收走，可以想象这些
被收回红包的环卫工人心
里会是啥滋味。

之所以出现前发放后
收回的“作秀红包”，其根
本原因在于有走过场的慰
问。春节期间领导干部到
一线干群中间开展慰问活
动，但这种关心呵护不是

一次形式，更不能是走过
场的“演戏”，而应该是实
实在在的关心和呵护，但
让人遗憾的是，现实中偏
偏就有人把慰问当做了

“演戏”，当做了一种“变
味”的表演。

节日之际，对一线干群
进行慰问是必须的，但慰问

“变味”的走过场当止。
□许朝军（公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