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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观点

石平（本报）

整个创城过程，有一种论调很
流行：比如街上的各种摊贩店铺乱
搭滥建、随地摆放经营，作为管理部
门常常有一种为难情绪。这些人要
靠那些摊点经营养家糊口、赖以为
生，似乎如果取缔既不近人情，也于
心不忍，因而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得过且过。导致创城迎检时达
成默契，非法摊贩闭门歇业或暂不
出摊，检查一过，一夜之间又春风吹
又生一如往日。创城和民生是矛盾
的吗？创城就不能兼顾民生吗？笔
者以为创城既是“名声”问题更是
“民生”工程。二者可以兼顾，可以
两全其美。

省级文明城市是一个城市的综
合荣誉，是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和
战略资源，是一块十分难得的“金字
招牌”，是提升城市整体文明水平与
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是人民群众
的愿望和呼声。争创的过程是一个
城市文明提升的过程，拿奖牌是一
种荣誉，更是一种动力和鞭策。争创
的内在动力绝不在于这块金字牌
匾，而在于“创城”给市民带来实实
在在的福祉。

在创城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将
其看成是一个荣誉来追求，而是将
其当成了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来抓
——借助创城，让市民得实惠。这样
看问题，创城和民生既有矛盾也有
统一。创城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改
善民生环境，改善民生环境创城是
重要抓手。在这一点上要广泛宣传，

取得广泛的共识。城市里最活跃的
因素是人。要把群众工作理念贯穿
到创城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始终坚持创城为民，努力把创城办
成民生工程、群众满意工程。如此上
下同欲、齐心协力，没有办不成的事
情。道理很简单，作为市民谁不愿意
生活在像创城检查期间那样干净整
洁的环境中呢？

文明城市建设从根本上是要解
决城市的发展环境、发展动力、发展
后劲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归结
到一点，就是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反映的上学难、
就业难、看病难等问题，以民生的改
善，赢得民心，凝聚建设文明城市的
强大动力。纵观一些已经创城成功
的兄弟地区，无不是把“创城”工作

融入到为民办实事的各个环节，坚
持创建为了群众、创建依靠群众，把

“创城”过程变成凝聚民心、改善民
生的过程。唯其如此，“创城”工作才
能赢得老百姓的认可和参与。创建
文明城市与每一位市民紧密相关，
只有扎扎实实为市民办实事，使市
民真正得到实惠，文明创建才有深
厚的群众基础和持久动力。作为职
能部门应该坚持情为民所系、利为
民所谋，常虑市民之难、体恤民生之
艰，始终把市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
满意作为评价工作的标准，不做表
面文章，不搞形式主义，努力使创城
过程成为为民谋利、为民解忧的过
程。创城的成果真正体现到居民身
上，这才是创城的真正含义。

文明，塑造城市之形；创城，提
升市民幸福指数。创建文明城市不

仅是一座城市名片的争取之路，更
是一座城市文明的思考之路、探寻
之路和发展之路。创城带来的不仅
是硬件设施上的变化，改变着城市
的角角落落，也在悄然提升着市民
的素质，净化着每一位市民的心灵。
文明度是面镜子，折射出的不仅是
城市外在的景观，更是城市内在的
便捷程度、舒适程度，以及城市管理
与服务水平的高低。文明带来的是
享受，是实惠。可以想象，路边摊贩
场所规范了、随地吐痰的少了，机动
车斑马线上主动让行的多了；占用
公共绿地的少了，用餐完毕将剩菜
剩饭打包带走的多了……文明新风
拂过城市的大街小巷。当越来越多
的人亲身参与到文明创建中去时，
这座城市离人们追求的文明目标已
经不远了……

创城关乎“名声”更关乎“民生”

画里有话画里有话
百姓说话

李世远

在中国，家有学龄儿童的家
长，对校讯通都不会陌生。作为沟
通学校和家长的桥梁，校讯通会实
时下发一些学校通知，如回家作
业、放假安排、春游流程，也会告
诉你，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比如考
试考得好不好，上课表现好不好，
作业完成得好不好。但有时候，这
样的短信，也会让一些家长很恼
火，尤其是当他们的孩子成为“不
好”的对象。

校讯通是当今学校、家长交流
的不可或缺的平台。过去老师与家
长沟通主要靠家访，那时学生少，居
住相对集中，而今班额大，居住分
散；班主任教学任务繁重，很难抽出
时间和精力去家访；家长呢，也各自
早出晚归，忙忙碌碌，老师家访也不
一定能找到人。有了校讯通，老师
及时把消息发给家长，家长随时可
得知孩子各方面的信息，及时应对，
什么事都耽误不了，真的太好了。

好事要办好，真的不容易。既
要发挥校讯通及时和家长沟通联系
的作用，同时不给孩子们带来不必
要的烦恼，笔者建议，学校和家长
应携手同心，做好以下这些。

不要太关注分数。对于小孩子

来说，由于种种原因，考试这次好
那次差，都是可以理解的。要通过
一个月、半学期、一学期，看整体
走向。虽然一次考得好，十分可
喜，但并不能说明将来及全部。过
分强化分数、名次，会催生家长急
功近利的唯分数观念。

要多关注学生在校的行为习
惯、素质修养、道德情操、情感心
理等方面的情况，这是孩子成长的
关键和根本。古人所谓“从小看
大，三岁至老”，也多指此而已。

要多鼓励，少批评。孩子虽
小，自尊心很强，家长就更不用说
了。群发的短信，一定是好人好
事，每次考试的前 10 名等。而某
生的不良行为或每次考试的后 10
名，请不要发在校讯通上，要一个
一个与家长沟通。这样，家长会十
分满意并感激，且积极主动与老师
密切配合，教育学生。

有了校讯通，发短信也要适可
而止。什么时候发，发什么，怎么
发，要动脑筋费心思。发少了不
好，发多了也不一定受欢迎，既实
事求是，又不伤人自尊，家长学生
都会乐意接受。

让单向通变双向通。目前，家
长仅被动地接受老师发来的短信，
若积极参与进来，及时将孩子在家
的具体表现反馈给老师，老师更能
有针对性地对学生施以教育，教育
效果会更好些。

让校讯通真正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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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忠群

据媒体报道：一个班42个小学
生，却有近50个班干部，除了大家
熟悉的班长、组长、课代表，还有关
长、门长、领读员……湖北武汉洪山
区楚才小学五（3）班班主任老师程
菊娥笑称：人人都是班干部。

有的人认为全班都是班干部，
不妥，如果这样，这班干部与一般
同学不都一样了吗？也就没有权威
了。其实，作为小学生，有什么

“官”和“民”之分呢？小学生是
国家的未来，是天真烂漫含苞欲放
的花骨朵，老师们给他们每个人都
有一个“职位”，对于孩子们来
讲，那是相当有份量了，对增强孩
子们的自信心和积极向上的愿望起
到较好的作用。例如有一位学生叫
做“关长”的，她的职责是每天放
学时，负责关窗户、关灯、关饮水
机和电子白板，也就是说在这个班
级中，所有跟“关”字相关的活儿
她都全包了，以关窗户为例，每天
最后走时把窗户关好，以免刮风下
雨损坏。教室里的桌椅和公物，责
任重大，在幼小心灵中“责任”二
字铭记心中，对她今后成长大有裨

益。
有的人认为都是班干部，是不

是鼓励小学生从小想当“官”去追
求高官厚禄。实际上，从小有远大
的理想和宏伟的志向，没有什么不
好 。 1996 年 笔 者 曾 随 团 出 访 美
国，有一次在一所小学校里考察，
发现在教室的走廊上贴了很多小学
生的作文，那一期是以自己长大了
想干什么为题写的，结果有相当多
的小学生写的是他长大后想要当总
统，从小就有雄心壮志。和咱们这
里经常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不想当
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道
理一样，都是在催人奋进。从小有
雄才大略长大后一定能干出惊天动
地的一番大事业来。

人人都是班干部，不是传统意
义上的“干部”，叫管理员更合
适，是一种责任岗位，是为同学和
班级服务的，每位学生在班级中除
正常的学习文化课之外都有一件事
去做，既培养了为大家服务的本
领，培育了集体主义精神，又树立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好风气，同
时又锻炼了自己能力，学生满意，
家长们也为之高兴，也不用去托门
子，找关系为孩子找个“官”当
当，这是一种小学生德育教育的新
思维，有什么不好呢？

人人都是班干部，不好吗？

今日观察

刘雪松

如果不是又治死了人，人们
几乎已把“神医”胡万林给忘
了。就像若不是近来又出来“冒
泡”，“大师”王林恐怕也要消失
于公众视野了。

以一把芒硝“治百病”的胡
万林，履历与监狱有着不解之
缘。这位曾治死过市长的“神
医”，每每从监狱出来，都重操旧
业、害人不倦，却不乏追随者。
而这次他治死的，是一名大学
生。该大学生用生命了结的方
式，再次向世人揭穿所谓神医的
真面目，也诠释了法治药性不足
与“神医”药性发作之后的等式。

话说，刚过扫盲级文化程度
的胡万林，已是劣迹斑斑。在新

疆建设兵团服刑期间，治死过13
条人命；1997 年，他出狱的第二
年，竟在陕西办起医院，再治出
人命，他以“医院被取缔”为由卷
铺盖走人。过后不久，胡万林竟
成了《发现黄帝内经》书中几乎
可包治百病的“当代华佗”，并在
河南办医院，又治死了人，而被
治死的，是时任漯河市市长的刘
法民。

身背这么多人命的胡万林，
2000 年被法院以非法行医罪判
刑15年。就在人们以为“神医”
胡万林的故事该画上句号时，没
想到，他竟然又回来了。这回，
他又治死了人。

屡治屡死，屡死屡治。这的
确是“神医”——神的不是其“医
术”，而是出了这么多医疗事故
后，还能游走于江湖。死了人、
坐了牢，似乎未影响“神医”在一
群人心中的号召力，那些拥趸

们，竟未从其治死人的“神迹”中
彻悟，反倒继续追随。你说这神
不？

治死了 N 条人命还有人追
捧，这荒诞事实，是魔幻现实主
义的好题材。“非法行医罪”打不
倒胡万林，“治死了市长”也没法
阻断胡万林的行骗之路，其生命
力如此顽强，是源于“神医”善
骗、迷信土壤深厚，抑或科普乏
力、监管鞭长莫及？这些说起来
是老生常谈，可投射在现实中，
却制造着悲剧的循环。

“神医”胡万林，本可以不这
么逍遥：如果法治“药性”强些，
对其违法行径的监管触角更敏
感些，能从法律和科普等层面着
手，给“神医”来个釜底抽薪，其

“功力”会不废？当社会多了双
“逢神医必警惕”的眼睛，“神医”
们还能如鱼得水？

“神医”重出江湖为何还有人信？

微言大义

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和
公安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医院
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
通过人防、物防、技防三级防护

体系构建“平安医院”，以防止
恶性“医闹”。其中，在人防队伍
建设上规定，保安员数量应当
遵循“就高不就低”原则，按照

不低于在岗医务人员总数的
3%或20张病床1名保安或日
均门诊量的3％。的标准配备。
（《京华时报》10月23日）

增保安防“医闹”

@周京平（副校长）：“中
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
校，而是在官场”，纪宝成先生
在四年前一个高等教育论坛上
说过这样一句话。全国政协委
员杨春时教授数年前也透露，
某直辖市的区级领导中，有一
半在大学读博。并总结出规
律，“官员级别越高，读博就越
容易”。

@张泉灵（媒体人）：一周
前，我在距京一千多公里的某
城市一胡同口买了一烧饼。虽
然面碱水味太重，所用油脂有
股不明奇异味道，芝麻不超过
十粒，葱花不见踪影。但，我
要掩鼻闭目说：“还是很好吃
的！”不加最后这一句，我是不
是有被“损害商誉”跨省的危
险？

@评论员王攀（媒体人）：没
错，窗户是画上去的！经适房上
画窗户，到底是为美观，还是为
节约成本？为什么验收部门就这
么容易过了，而老百姓反响这么
大？经适房不是施舍，是政府的
责任和义务，既不能敷衍了事，
又不能缺斤短两。青岛这个经适
房高层，如此画窗户，你以为是
神笔马良？可笑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