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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座】

（近日，济南一位年轻
母亲带自己 3 岁孩子坐公
交车时，没人给她让座，她
一怒之下竟扇了一名男乘
客一个耳光,并称“是替你
妈妈教育你”。）

当我们一直奉为美德
的“让座”，变成“暴力要
座 ”的 时 候 ，美 德 还 有
吗？如果坐在座位上的
人，也是一个需要帮助的
弱势群体，那这种暴力要
座的方式，还合理吗？值
得反思的一点：人与人之
间的尊重是相互的，是平
等的，而不是别人必须围
绕着你转！

——徐辉（媒体人）

刚 在 网 上 又 看 到 一
个视频，一个老人因为上
公共汽车没人让座，用英
语大骂全车人，唉，最近
看到不少这样的事情，不
让座的有挨骂的，有被打
得满脸是血的，“让座”在
咱们国家是一种美德，可
不 是 必 须 的 啊 ，切 莫 和

“ 天 经 地 义 ”捆 绑 在 一
起 ，更 不 能“ 暴 力 要 座
位”啊！
——大眼睛恐龙龙（职员）

近期，关于公交车让
座的问题，冲突不断，其

实，这是道德绑架他人，道
德是修炼我们自己的标
准，而不是用来砍伐别人
的斧头。我们鼓励大家让
座，弘扬道德，但我们不能
硬性去要求他人。

——王艳兵（媒体人）

【其他】

今天儿子告诉我，暑
假回国时，在机场安检完
毕准备进关时，工作人员
检查完证件还给他，他一
直还在等着，希望工作人
员还有话说给他。因为在
美国时，美国工作人员看
到持美国护照的人过关，
都会亲切地说一声：欢迎
回家！他说，我站了半天，
好失望啊，回国了高兴，但
是却没有得到问候欢迎回
家的话。
——娴的养心馆（经理人）

福建交建集团回应哈
尔滨塌桥质疑：我们只是
泡茶的——路桥的豆腐渣
工程有多少，利润有多高，
明眼人都知道，还偏偏找
出一个自认为风雅的借
口，真是无耻至极。还有，
你们不是在泡茶，茶没泡
好顶多不好喝，桥没修好
却是要人命，对别人的生
命负责，这是最起码的职
业道德。
——苏幕遮mumu（职员）

■ 议论风生

局长究竟
有几块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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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评论

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
才在车祸现场“微笑”引发的

“名表门”，目前在继续发酵：
8月 29日晚杨达才通过微博
做出回应，承认用自己的合
法收入买过“5 块手表”；次
日，有网友从公开的新闻照
片中，又挖出了杨达才的另
外至少4块疑似名表。

杨达才到底有多少块名
表？如果只有 29 日前网友
挖出的 5 块，后面陆续被网
友“挖”出的几块表是怎么回
事？如果他有不止 5 块表，
为何在 29 日的微博回应中，
只承认自己买过 5 块名表，
而对其他同样价值不菲的名
表只字不提？

接下来，杨达才如果就
“名表门”做出回应，很有可
能牵出更多的问题，令他陷
入更大的被动和尴尬。而如
果他就此闭嘴不再回应，那
么他对前面 5 块名表的解释
就更难让人信服，他所做的
努力也就前功尽弃。一个官
员在回应公众质疑时，如果
像挤牙膏似的吞吞吐吐很不
情愿，不但会让人对他回应
的内容不敢相信，还会让人
产生更大的怀疑：他的回应
背后会不会有更多猫腻？

针 对 杨 达 才 的“ 名 表

门”，即便如舆论要求的那
样，由纪检监察部门出面，向
公众说明“那些表究竟是什
么款式，当时值多少钱，是否
为杨局长个人所买”等问题，公
众仍然有理由提出更多的疑
问：以杨达才的合法收入，他购
买那么多名表是否有悖常情
常理？他的消费是否超出了
其正常收入所能承受的范围？

“网友质疑一句——官
员或官员回应一声”式的官
民互动，并不是正常而有效的
监督样态。在成熟的法治社
会中，官员个人事项是政府必
须主动公开的公共信息，普
通公众可以通过公开的渠
道，查询到每个官员家庭的
收入等详尽的个人事项。如
果某个官员拥有多块名表，
根据他本人和家人的收入状
况、财产状况，民众就足以判
断其名表消费是否正常，其
本人是否回应、如何回应都
并不重要。

从江苏南京“天价烟局
长”的落马，到陕西安监局局
长深陷“名表门”，已说明：以
官员个人事项公示公开制度
强化对官员的监督，打造清
洁透明的吏治，这项改革再
也不能拖延下去了。

□周常武（媒体人）

8 月 29 日，天津大学新
生开始到校报到，学校计划
在新体育馆内搭建 200 顶
爱心帐篷，免费提供住宿、
洗浴、饮用水、空调等生活
保障，为遇到住宿困难的家
长提供住宿需求。（8 月 30
日新华社）

新生开学，家长送行，
已是开学日的一道景观。
不少送校家长，远道而来、
囊中并不宽裕，抑或是恰逢
附近旅馆爆满，遭遇住宿困
难。2006 年，就有媒体曝
出：清华大学开学头一天，
百余外地新生家长露宿操
场。消息甫出，令人动容。

在此情境下，不少高校
开始免费为家长提供起住
宿来，譬如华中师范大学，
连续六年在体育馆为新生
家长打地铺，方便他们夜
宿；而天津大学则更进一
步，以更具私密性的帐篷，
为家长们提供了“避风港”。

免费提供“爱心帐篷”，
无疑是好事一桩。它让很
多家长免于露宿在野、风雨
无遮的卑微感，感受到了贴
心关怀，也展示出亲切的姿
态。在细致关照下，家长们
也会增强对高校的情感认
同。学校和家长的情感隔

膜，也会消减不少。
《毕业生》杂志曾在家

长群中进行了一次调查，据
不完全统计，75%家长希望
在孩子入学时陪伴在侧，

“希望去了解学校情况，看
一下孩子未来四年的居住
环境，分享喜悦，而不单纯
为了去张罗什么。”很多家
长送校，就为感受下“上大
学”的氛围，弥补旧时缺
憾；或者是见证孩子的入学

“成人礼”，因为大学生活
也是成年人的标志性开始。

若是在此之外，家长还
能得到学校的“礼遇”，自然
是又一重收获——学校对
他们的照顾，会转化为他们
对高校人文厚度的认知和
信任，对子女的学习生活环
境，他们自然会更加安心。

不是每个家长都物力
充裕，学校能以温情面目示
人，而家长也心甘情愿接受
这种好意，这本就是良性的
互动。试想一下，若学生看
到父母睡帐篷的图片，想必
会对亲情多份体味，对学校
的归属感也在增强。至于
上纲上线的解读，抑或对学
生“独立性欠缺”的批评，
或属过度阐释了。

□佘宗明（大学生）

校园“爱心帐篷”
写着“温情”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