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蹲守通宵为道歉彰显诚信美德

乔志峰： 湖北一干部中餐喝酒
满脸通红开会， 被纪委当场宣布停
职。 “酒干部” 当场被停职， 不仅
其本人教训深刻， 在场的其他近千
名干部无疑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
教育。 干部作风无小事， 就应该从
点点滴滴抓起、 从日常的每一个细
节抓起。

□石南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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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城市建筑短命
实在让人心疼

林无心： 近日， 在武科大黄家
湖校区一操场上， 30余名学生正气
喘吁吁地跑着， 另一边， 几位学生
正数着圈数。 据悉， 这是武科大某
院系针对挂科学生采取的一项惩
罚。 该院系出台的一项规定： “挂
一科跑1000米”。 跑了就不要补考
了吗？ 假设能跑1万米， 是不是意
味挂科学生可以免考10门？ 这种处
罚真的有用吗？

挂一科跑千米
这处罚管用吗

■世象漫说

一人多证

让“中国好游客”成为“新常态”

山西 “八证公安局长” 事件、 陕西
“房姐” 龚爱爱有多个身份证……近年
来 ， 各地出现的一些户口登记管理乱
象， 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刺痛公众
神经， 群众反映强烈。 公安部最新数据
显示， 截至目前， 全国公民身份号码重
号人数已由２００９年的 １６８万人减至 ４８６
人。 （３月２５日新华网）

干部作风无小事
应该从点滴抓起

�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4日召开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会议指出，
生态文明建设事关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
要求， 对于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新期待、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两个一百年” 的奋斗目标是什么？ 党的十
五大首次提出、 党的十八大再次重申， 到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年 （2021年） 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 到新中国成立100年 （2049年） 时， 实现民
族伟大复兴， 建成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屈指数来， 要实现这两个目
标， 近的只有6年， 远的也就34年。

�那么， 实现两个百年， 建设美丽中国， 作为
公民个人， 就应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响应中
央号召， 做到两个必须： 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
化， 实现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 绿色
低碳、 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 力戒奢侈浪费和不
合理消费； 必须弘扬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 把生
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形成人人、
事事、 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

�何谓生态文明？ 词条上说， 是人类文明发展
的一个新的阶段， 即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
是以人与自然、 人与人、 人与社会和谐共生、 良
性循环、 全面发展、 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
形态。 用百姓自己的话来讲， 就是举止文明， 绿
色生活， 减少污染， 人与社会、 地球和谐共处。

�然而举目四顾， 不能否认， 我国的经济发展
了， 人们的生活富裕了， 但是污染现象、 浪费习
惯、 奢侈行为比比皆是， 司空见惯， 以至于衣食
足而不知荣辱， 不以浪费为耻反以为荣， 甚至面
对雾霾来袭， 一边痛斥环境污染， 一边在制造污
染， 消费通过高污染制造出来比如烤制食品等，
让自己的生存环境不宜居， 变恶劣。

�打造生态文明首先要有共识。 一个对自己的
生活习惯和消费行为没有认识的人， 怎么可能有
行为自觉呢？ 所以， 打造生态文明， 推动生活方
式绿色化， 必须加强从上到下、 从点到面、 从里
到外的全面培养， 对此， 学校、 机关、 厂矿、 社
区， 所有有人群的地方， 都应加大力度宣传、 引
导、 培育， 让生态文明的意识入脑走心。

�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必须从我做起， 从小事
做起， 从点滴做起。 具体就是少开一天车， 少用
一度电， 少喝一杯水， 少用一次性筷子， 垃圾分
类投放， 不消费高能耗食品， 餐后打包剩余食物，
等等。 俗话说，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只要大家齐
心协力， 同心同德， 这些小小的行动聚合起来，
就会成为减排的大当量、 大能量。

�面对违法排污和浪费资源敢于说 “不”。 作为
公民， 人们在享受社会进步的同时 ， 也要尽自己
最大努力 ， 履行社会人应尽的环境责任 ， 保护
生态环境 ， 发现污染大气 及 破 坏 生 态 环境的
行为 ， 及时制止或随时拨打热线电话举报。 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 需要凝成合力， 抱怨、 着急，
不如积极行动起来， 敢于向违法排污和浪费资源
说 “不”。

总之， 打造生态文明， 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
人人受益， 人人有责， 坐着言何如起来行！

□老笔

桑胜高： 近日， 造价千万、 运
行不足 5年的郑州市农业路 22座
BRT站台因修高架拆除风波未平 ，
文化路黄河路使用不到5年的天桥
又面临拆除 ， 原因是配合地铁5号
线施工 。 城市设施建设 “翻来覆
去 ” 的现象与城市建设的蓝图有
关 。 一方面是前期的蓝图没有绘
好； 另一方面是在蓝图的执行上 ，
没有一以贯之， 坚决到底。 让不少
“年轻” 城市建筑 “殒命”。

近日， 朝阳医院急诊科医生唐
子人在美国圣地亚哥海洋公园游玩
时抢救美国游客的照片走红网络， 网
友纷纷转载点赞并夸其为 “中国好
游客”。 （3月26日 《新京报》）

近年来， 随着国民收入的普遍
提高 ， 出国观光旅游附带购物的
中国人也越来越多 。 但是 ， 中国
游客在国外的 “差评 ” 记录也随
之 “水涨船高”， 甚至多到了数不
胜数的程度 。 笔者随意在网上搜
索了一下中国游客 “丢人丢到国
外” 的记录 ， 相关链接居然找到
了112万个。

为什么来自拥有数千年文明礼
仪之邦的中国游客会给世界留下
这么 “丑陋 ” 的印象呢 ？ 笔者以
为， 这恐怕与中国人的某些 “习
惯性 ” 不文明行为有着很大的直
接关系 。 比如 ， 不分时间 、 不分
场合的大声喧哗 ， 不守 “规矩 ”
的随意 “插队”、 闯红灯 、 抽烟 、
吐痰 、 抛物 ， 以及爱占小便宜 、
难伺候 、 爱抱怨 、 不愿给小费等
等， 尤其是 “某某到此一游 ” 这
句极没素质的中国人旅游 “标
志”， 更是被写遍了世界各地的旅
游景区和名胜古迹。

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相信， 绝
大多数人已经能够明白 ， 为什么
积极救人的唐子人医生被誉 为

“中国好游客”， 而不是 “中国好
医生 ” 了 。 但是不管怎么说 ， 唐
医生毕竟在外国人面前 ， 尤其是
在外国游客面前给 “任性 ” 的中
国游客挣回了一些 “薄面”。

因此 ， 出于对中国游客 “丢
人丢到国外 ” 现象的担忧 ， 笔者
着实想对那些依然十分 “任性 ”
的中国游客们说一句 ， 让唐医生
式的 “中国好游客 ” 在国外成为
“新常态” 不是更好吗？

□乔木

3月25日， 新疆乌鲁木齐市西虹
东路， 交警对斑马线前不减速避让
行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 当天 ，
共有3名驾驶员被记3分罚款200元，
20多人被批评教育。 据悉， 这也是
乌鲁木齐市首次对 “斑马线前不让
行人” 开罚单。

从很大程度上讲， 机动车 “斑
马线前不让行人 ” 是被惯出来的 、
极其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 因为根
据我国相关交通法规： “斑马线前
要减速， 遇行人通过斑马线时要停
车避让 ”， 这不仅是一个明确的法
律条款， 而且每一个驾驶人在取得
驾照之前的驾校学习阶段， 都曾认
真学习过这一法律要求。

但在现实生活中， “斑马线前
不让行人” 的现象却是非常普遍的。
一些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可能还好
一些， 而一些没有红绿灯和交警指
挥的斑马线上， 机动车与行人抢行
的现象， 每每都让人触目惊心。

行人的血肉之躯在机动车这个
钢铁组合面前， 永远是弱势的。 在
悲剧和教训面前， 对 “斑马线前不
让行人 ” 的驾驶员加大处罚力度 ，
应长期坚持。 因为， 虽说扣分罚款
并不是交警执法的目的， 但目前而
言， 却唯有以扣分罚款的从重处罚，
方才能让一些驾驶员记住教训， 方
能让斑马线前礼让行人这一法律要
求， 真正落到实处！ □刘鹏

■长话短说

斑马线前不让行人
理该从严处罚

3月24日凌晨3点多， 蔡先生驾
驶的皮卡车在长沙浏阳河大道北
往南方向行驶时 ， 因右前车轮爆
胎， 他的车一路撞向路边停放的4
台小车。 为此， 他坚守一个通宵，
只为当面向受害车主赔礼道歉 。
(3月26日 《三湘都市报》)

这是一则诚信故事 。 蔡先生
皮卡爆胎失控 ， 路边4辆小车挨
撞， 蔡先生没有溜之大吉 ， 而是
选择通宵蹲守 ， 只为 “当面赔礼
道歉”。 蔡先生的诚恳态度赢得了
车主们的原谅 ， 车主们顿时气消
了一半。

为什么蔡先生的蹲守通宵为
道歉， 赢得好评和点赞 ？ 这与当
下道歉还是个稀缺品有关 。 做了
错事， 不肯道歉 ， 固执己见的人

不少， 说一声道歉的话很难 ， 不
是他们不懂得道歉 ， 而是认为道
歉 “丢面子”。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 有错误
不要紧 ， 列宁说过 ： “年轻人犯
错误， 上帝都会原谅的。” 大凡一
个人的言论或行为对他人造成负
面影响 ， 或者利益损害 ， 都应该
及时道歉 。 道歉不是丢人 ， 而是
一种责任， 一种诚信， 一种美德。

道歉是消弥矛盾 、 增进和谐
的 “黏合剂”， 是改善人际、 构建
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 看别人道歉
是否出于真心诚意 ， 一是看态度
是否诚恳 ， 二是看是否有具备说
服力的善后措施 。 蹲守通宵为道
歉， 值得点赞。

□吴玲

建设生态文明
坐言何如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