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外当兵6年的张铁军，老家在济宁邹城，日前
回来结婚，让人惊喜的是，媳妇没要一分钱彩礼，三
鞠躬就办完了典礼，媳妇赵秀成了当地第一个没要
彩礼的新娘子，而他们的喜宴也只是每桌一碗菜。这
一下子轰动了十里八乡。据了解，早在2006年，邹城市
石墙镇张楼村就开始着手引导村民移风易俗，提倡
节俭办理红白喜事，帮老百姓们减轻负担。(1月15日

《齐鲁晚报》)
在全社会大力倡树文明新风的当下，张铁军和

赵秀的婚礼简朴而不失庄重，简洁而不缺热闹，堪称
勤俭节约办喜事的好榜样。显而易见，移风易俗、倡
树文明新风尚，正需要这样的好榜样引领。

移风易俗是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公认的难题。移
风易俗难，既难在不好改变长期形成的旧习惯上，更
难在束缚人的某些思想认识上。比如，当前很多群众
明明知道高额彩礼之风的危害，但一旦自家摊上喜
事，又很难放弃彩礼。尤其是女方家，若没有彩礼来
衬托自家姑娘的“娇贵”，不但显得自家很“没面子”，
而且还会感到自家姑娘“不值钱”。窥一斑而知全貌，
具体到破除其它一些陈规陋习，要让人们突破思想
的“关隘”，也绝非易事。

明知一些陈规陋习危害甚大，亦知新风益处多
多，却攥着陈规陋习的“尾巴”紧跟不放，一大原因便
在于太在意外界的看法，生怕撂了所谓的“传统”，会

招来人们非议。比如，在一些地方的丧葬活动中，受
大操大办陋习的影响，一些丧主会自觉不自觉这样
想：如果办简单了，是不是有人会说自家对逝者不敬
不孝，是不是有人会说自己小气，等等。当然，具体到
婚姻这样的喜事，女方家的态度尤为重要，现实中，
一些女方家庭既要面子，又要里子，“养个闺女不收
彩礼就亏了”的思想也比较普遍。尤其在农村养老保
障薄弱、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情形下，要彩礼确实也
有现实生活的考量。在此种背景下，若有人简办婚
宴、不要彩礼，很容易在其他一些人思想深处激起

“一池春水”。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带动的作
用。而像前文提到的张铁军及其新娘赵秀，就属于突
破了思想“坚冰”的这类榜样。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既然新风尚
需要好榜样，那么好榜样自然越多越好。应该看到，

在推进破陋习、树新风的现实中，并不缺少好榜样，
缺少的是发现和推广好榜样。事实上，随着人们物质
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深
入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的典型不时出现，
小到那些不受陈规陋习束缚、坚决移风易俗的先进
个人，大到那些文明清新之气满满的村庄，再到那些
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很有特色的乡镇或县市区，都是
树立新风尚所需要的好榜样。而一旦发挥好这些好
榜样的示范带动作用，在全社会树立新风尚，将变得
轻松许多。这就提醒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
在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过程中，既要注重好榜样的
发掘和发现，还要注重相应的塑造和培养，更要注重
将这些好榜样在全社会通过不同渠道、不同形式、不
同载体进行全面宣传推广。只有这样，才能助推富
裕、文明、和谐的新风尚尽快形成。

“反正一句话说到底，就是权大于法。”说这
话的人是一名基层的城管执法大队大队长。今
天还有人敢公然说这样的话，已经足以让人大
跌眼镜；耐人寻味的是，许多人却留言说这名干
部无意中漏出了一句“大实话”。

这样的评论并非戏谑调侃。这些年，国家推
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和力度前所未有，但老
百姓对法治的观感，却主要来自于生活中的基

层生态。这则新闻背后的舆情，让我们看到一些
地方仍然存在比较恶劣的基层法治生态。

依法治国的根基在基层，能不能让法治获
得每个人的真诚信仰，关键看基层生态的这“最
后一公里”能不能打通。基层法治生态的改善更
是一个需要韧性坚持、久久为功的大工程，在这
方面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1月18日《人民日报》)

1月17日晚间，一张“关于暂停霾预报预警业
务的通知”图片在微博上流传，图片中的文字写
道，“接中国气象局预报司电话通知，要求立即停
止霾预报预警工作。请各单位接到本通知后，即
刻停止制作和发布霾预报预警产品。”据媒体求
证，中国气象局正在与环保部制定统一的发布工
作机制和业务流程。（1月18日《法制晚报》）

气象部门“取消雾霾预报”，是有原因的。过
去，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在同一时间里，气
象台发布霾橙色预警，而应急办则发布空气重污
染红色预警。这两个版本，对应的发布单位、发布
流程、发布标准，都不尽相同。应该说，两种版本
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淆，也给相关部
门工作带来了被动。

看起来，这种取消，并非没有道理。正如专业
人士分析称，气象部门不再发布霾预警预报，意
味着两部门正在进一步厘清职责划分，避免在公
开发布中出现两种口径的“预警”引发误解。但我
们看到，舆论对于气象部门“取消雾霾预报”还是
表示出了一定关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一
些焦虑。这样的舆论关切，很有必要引起关注。

今天，还很少有领域像空气治理一样，有着
这么大的共识。这种最大公约数的存在，是一笔
可贵的资源。如果说这些年来我们在治理空气污
染上取得了一定成绩，那与公众的呼吁和支持，
是息息相关的。正是由于最大公约数的存在，推
动了很多问题的解决，或者让很多问题看到了解

决的希望。可以说，只要雾霾问题依然严重，公众
就必然会关注雾霾预报。

但也要看到，这种对“取消雾霾预报”的关
切，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当前雾霾预报的
不完全信任。其实，在雾霾预报中，到底是有一个
版本还是有两个版本，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预
报是否准确，有没有公信力。如果有公信力的话，
只有一个，也就够了；如果没有公信力，即便有两
个版本，也未必有用。而当公众对于雾霾预报不
是那么相信的时候，就好比落水的人抓住一根稻
草也是好的心理，相对愿意接受更多一些版本。

雾霾预报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社会对于
雾霾的重视，未必就会倒逼预报精确，甚至有可
能产生弄虚作假。去年10月，有媒体报道，空气采
样器本是实时监测空气质量的，作为国家直管的
西安市长安区监测站，不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入
内。然而，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主要官员出于
自身政绩考量，偷配钥匙并记住密码，用棉纱堵
塞采样器，致使数据异常，引起中国环境监测总
站注意。警方立案调查后，涉案人员已被羁押在
看守所。这样的弄虚作假，显然值得警惕。

正是由于公众十分关注雾霾，而且看到了或
者怀疑雾霾预报可以“人为操控”，这才对“取消
雾霾预报”表示了关切。由是而言，想要平息公众
的焦虑，一方面需要加大治霾力度，让公众看到
雾霾进入可治理状态；另一方面要确保治雾霾预
报实事求是，不给弄虚作假任何空间。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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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雾霾预报”背后的

舆论关切
□ 毛建国

新风尚需要好榜样
□ 桑胜高

在1月15日晚参加完导师组织的聚餐后，26岁
的江苏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史国平
倒在宿舍里，当晚他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后死
亡。而在一个多月前，他刚被确定保送该校的博士
生。据家属说法，史国平不喝白酒，而这次他喝的
白酒超过半斤。（1月19日《北京青年报》）

调查显示，5桌师生消费5630元，含18瓶酒：13瓶
42度的海之蓝，5瓶一品苏黄养生态。之所以对于酒
品的调查如此详细，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
这场聚会饮酒太多。但学校担责也罢，导师担责也
罢，逝去的生命已经不可能再回来。

逢年过节，我们有聚会宴请的习惯。团聚是人
之常情，并没有多大问题，谁也不可能超凡脱俗。
有问题的不是聚会宴请，而是无酒不成席的困惑。
在我们的传统认知里，聚会就要吃饭，吃饭就要喝
酒。没有了酒水似乎我们的聚会就失去了色彩。于
是，各种饭局常常是推杯换盏，是疯狂劝酒，是喝
酒喝到胃出血。节日期间的医院，常常成了救助酒
晕子的地方。

春节聚会是必须的，但是请少些“酒意”多些
“情义”。我们可以畅谈理想，可以总结过去，可以分
享快乐，何必非要在饭桌上喝得醉醺醺和自己过
不去？生命是宝贵的，它不应该被消耗在酒桌上。
春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需要从“研究生之死”事
件中汲取教训。

作 者/ 唐春成

近日有网友爆料，重庆市南坪镇裕佳花园小
区“真牛”，给每户业主发放了1000元过年费。此举
引来众多网友热议。据该小区业委会副主任朱培
矩介绍，给业主发的过年费，全部来自小区的公共
收益。（1月17日《重庆商报》）

每户业主分得1000元过年费，钱不算太多，但
已足以让网友们羡慕。众多网友可能会问：自己小
区也是有公共收益的，为什么年终不分钱？比如小
区路面的停车费、公共区域的广告费等等，这些公
共收益在各个小区基本全是糊涂账，甚至连糊涂
账都没有，统统在物业公司的掌控之中，公共收益
最终变成了小区物业的收益，与业主毫无干系。很
多小区，业主委员会要么没有，要么沦为摆设，既
不能为业主谋利益，又不能决定公共收益的使用，
更不能对物业公司形成监督制约。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小区的公共收益属于
全体业主，具体用途由业主大会决定，也就是由全
体业主决定。裕佳花园小区给业主发过年费，不过
是小区依规管理、依法自治的结果，但即便这种最
起码的依规办事，目前仍很稀罕。

裕佳花园给业主发过年费，是小区物业管理
的好榜样，希望更多的城市小区能够跟进，而有关
物业管理部门也应该加强对小区公共收益的用途
监管，让小区居民享受到应有权益。

聚会要少些“酒意”

多些“情义”
□ 郭元鹏

“小区发过年费”

但愿稀罕变寻常
□ 晏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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