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实话，当时我并不是故意下跪
的。在紧紧拉住老人的手劝说他时，
他讲话我听不太清楚，为了贴近他、说
服他，我蹲下身子下意识地跪下一条
腿，这样面对面地平等说话，能更容易
听懂他的话意。

——漯河民政局局长戴友良单膝
下跪劝流浪老人去救助站过夜的照片
引发热议

广东、江苏多地近日出现政府机构人
员放盘卖房现象。官员财产公示一试水，
即让不少人胆战心惊。房产信息最易清
查，倘官员财产公示普遍推开，该有多少

“房叔”浮出水面？财产公示，技术上没多
少困难，难在痛下决心。倘真的刮骨“治
毒”，官场风习必可趋于清明。

——陈玉明（记者）
浙江温州部门一把手年终考核进行

网络直播，实行市领导和公众打分及末位
淘汰，有官员紧张得满头大汗。为公民服
务出点汗是正常的，末位淘汰也是需要
的，监督就要来真的，多出一点汗，官员错
误少犯一点，对官员也是好事。空谈误
国，实干兴邦，官畏民是时代进步的表现。

——武大沈阳（学者）
高质量城镇化的核心，是改变过去

“要地不要人”的旧城镇化模式，解决人
的城镇化，实行完全的农民工市民化。
让在城镇打工者能够买得起房子，享受
同等的城镇社保、医疗等待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在接
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谈城镇化问题

教育部意见指出，学生体质若连降三
年，干部考核将“一票否决”。真不知道有
多少干部被“一票否决”了。学生体质增
强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学
生体质持续20多年一直在下降”，谁能保
证三年就能提升？体质监测确有必要，但
是过于注重结果而忽视过程难免又流于
形式。

——关颖v（研究员）
在站台上遇见诗歌，那感觉，就像等

了很久的列车突然到来。
——武汉市轻轨一号沿线利用公益

广告牌刊登诗歌，市民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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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烟的“万般风情”，香烟最懂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这几天，西工区临涧路
旁的安泰公寓小区门卫赵水娃病倒了，
躺在病床上的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可就算糊涂时，他嘴里仍念叨着“大门
锁好没”。赵水娃想着业主，业主们也
想着他。就在他入院后的第二天，大伙
儿就开始为他捐款，还纷纷结伴去医院
探望他，就连已经搬走的人都想去看
他。（见本报昨日A11版报道）

这世上的伟大有两种：一种，以卓尔
不群的能力，如强大的发动机一般引领
时代大潮；另一种则以平凡的姿态，如车
轮上的铆钉一样默默稳固方向、助推前
行。假如我们把社会比成一座巨厦，那
么，前者可能为建起这座巨厦的框架发
挥了很大作用，但添砖加瓦、让居住者得
以遮风避雨、享受温暖的工作往往是后

者在做。
生活中的安宁常是“平凡的伟大”给

予的。就拿安泰公寓小区的业主们来
说，小区来了陌生人，门岗老赵替他们操
心；回来晚了车位紧张，老赵帮他们解决
问题——“有老赵在，就觉得安心。”琐碎
的生活因为有老赵的存在、老赵的付出，
变得更安定、更舒适。

门卫老赵不是才华出众、超越平
凡的人，头上更没有什么光环。有人
说，人们常对平凡熟视无睹，甚至忘了
它的存在，所以要避免做一个平凡的
人。笔者不认同这样的观点。那些惊
天动地的丰功伟绩当然值得讴歌与传
颂，但那毕竟离我们太遥远。而我们
最需要的往往不是物业公司的上市计
划，而是门卫尽职尽责的守护；我们最
关心的也许不是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
的惊人发现，而是吃到农民摸着良心

种出的放心菜。
老赵用自己的实诚、坚守、付出赢得

了众人的认可、信任、关爱，这不正是平
凡焕发出的巨大力量吗？在这个时代，
在某些人的心中，平凡、踏实、勤恳已经
变得略带贬义了，似乎踏实和勤恳就代
表着低能、愚蠢。这难免给人带来困惑：
难道这些闪光的品质已经过时，拥有这
些品质的人已经被时代抛弃了吗？

当然不是这样。
平凡不意味着平庸。想拥有一个伟

大的人生，靠的是时间对责任与坚守的
长久考验。对待工作、对待他人时，认真
负责、兢兢业业、饱含真诚才能真正赢得
属于自己的尊严和幸福。

如果说，因卓越而生的伟大是让人
仰望的参天大树，那么，因平凡而生的伟
大则是滋养生命的沃土。而这些沃土才
是我们的生活之本、幸福之根。

有一种伟大，因平凡而生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闻背景】日前，工信部、质检总
局 发 布 了《中 国 烟 草 控 制 规 划
（2012-2015）》（以下简称《规划》）。《规
划》称烟草危害大，要在公共场所全面推
行禁烟，但又坦言烟草行业税收高，涉及
面广，转产任务艰巨。《规划》还提出，影
视剧中不得出现烟草的品牌标识等相关
内容，不得出现违规吸烟镜头。（12月26
日人民网）

今年是全球控烟取得重大进展的一
年，但中国控烟的现状不容乐观。

25 日，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在京
发布了《2012中国控烟观察报告》。报告
为我们罗列了如下事实：以烟草命名的

“希望学校”仍强势存在，仍有烟草公司
在电视、报纸上发布卷烟广告，多个地区
的烟草促销活动仍在进行……与之呼应
的是卫生部今年发布的一组数据：目前，
我国成年吸烟人数超过3亿，男性吸烟率
达 52.9%，居于世界前列；青少年吸烟状
况更不容乐观——13岁至18岁的青少年
吸烟者约有 1500 万，尝试吸烟者超过
4000万，青少年吸烟率达11.5%。

这次发布的《规划》虽彰显了制度的
善意，但在核心问题上仍很纠结：烟草税
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与烟草
生产经营直接相关的劳动人口超过2000
万……只是，烟草经济虽然合法，但再多
的理由也遮蔽不了其性价比基本为“负”
的事实——税收与医疗支出、就业与疾
病发生率，个中轻重缓急应该不是太深

奥的命题。
《规划》盯住的是公共场所乃至影视

剧。其中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提到卷
烟包装标识管理时只说“要扩大健康警
语的面积，增加警语内容，逐步在烟包上
印制戒烟热线”等，但未按照《烟草控制
框架公约》的要求，在烟包上印制吸烟导
致严重危害的警示图形。

今年，在全国40多个城市开展的抽
样调查显示：80%以上的受访者和75%以
上的受访吸烟者都表示，支持烟草危害警
示图形上烟包。但烟草业一直强调，印发

黑肺、溃烂肢体的烟草危害警示图形“与
中国文化不同”、“公众不能接受”。

控烟的“万般风情”，香烟最懂。如
果连在烟包上印制警示图形都不敢、不
愿，那么，轻飘飘的“公共场所禁烟”又怎
能真正落到实处？这不得不让人提出疑
问：将控烟的重点转移到烟草之外的领
域，这是真心控烟还是妥协应景？

在缺乏法律约束的前提下，既不付诸
于烟草业的自律行动，又难以从根本上改
善吸烟的环境氛围，这样的“控烟规划”，
要实现既定目标，着实令人捏着把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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