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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浦听风

不怕“悬”，
还是不怕“管”？

本期统筹：陈曦
联系电话：13526946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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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洛阳网（www.ly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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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留住手艺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 偃师马寨这两
天挺热闹——村里正在建文化娱
乐室。在两名年轻人的守护下，
72岁的砖瓦匠张孟立爬上两层楼
的房顶铺瓦。（见本报今日A13版
报道）

在我们身边，像张孟立这样的
匠人越来越少了。

当工商社会代替农耕社会，机
器生产取代手工生产后，我们习惯
了说“生产”，而不是“做”，曾经走
街串巷的匠人不见了。

然而，生产社会化与技术化，
代替不了绝妙的手艺。

漂亮的铝合金推拉窗并不严
丝合缝，从超市里买回来的切菜
板真不耐用，会用电脑的儿子还
不如干了一辈子钳工的老爸好找
工作——生活里的种种，都让人感
到“用心做出漂亮活儿”的匠人文
化实在不应式微。

好的手艺创造美的作品，美的
作品促成美的生活、培养美的情
操——也许匠人渐少难以避免，但
那种自尊自爱、注重操守、以手艺
为傲的精神不该失传，尤其在快餐

文化盛行、生产生活方式趋同、众
人心态浮躁的当下。

当然，在不少地方，包括我们
洛阳，在一些领域，一度消失的作
坊招徒式的手艺传承有了复兴的
趋势，“动手去做”在环保达人的圈
子里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会些
修修补补的实用手艺又成了很时
髦的事情。这着实让人高兴。

估计马寨村文化娱乐室的铺
房瓦工程还在持续。给老匠人当

“保镖”和助手的年轻人，你们责任
挺重——护的是“宝贝”，学的也是

“宝贝”！

□魏春兴/文 朱慧卿/图

【新闻背景】在中国铁路客服
中心12306网站上，仅20秒，一些
车次的所有车票即遭秒杀。在春运
热潮的带动下，多家网站推出抢票
软件，网友争相下载使用。（1月17
日《新闻晚报》、今日本报B05版）

在一票难求的春运里，抢票软
件犹如赤裸裸的插队者，抢走了最
起码的购票公平。

尽管专家一再提醒，有些抢票
软件可能让使用者“中毒”，导致银
行卡密码泄露，但它们仍受追捧。

秒杀车票与黄牛抢票有何本

质区别？与黄牛一样，那些利用抢
票软件囤票、倒票的人，应受到严
打。不然，对老老实实在网上买票
的人，对起早在寒风中排长队的务
工者来说，哪有公平可言？

火车票虽是商品，但其公共属
性无法回避，保障购票程序的公平
与公正跟破解“买票难”一样重要。
铁路部门说“研究了相关办法”，至
于效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小荻

【新闻背景】山东多地出现用
麻刚沙建居民楼的现象。这东西一
捏即碎，硬度极差，当地人打猪圈都
不敢用，却被充当沙石搅拌成混凝
土建房盖楼。出售麻刚沙的老板告
诉记者：“悬什么？中国人就不怕
悬。”（1月17日《新京报》）

“中国人就不怕悬”道出的是
行业潜规则的幕后真相，令人不寒
而栗。

社会上的各种怪现象，大概不
少与“不怕悬”的侥幸心理有关。

抓不着是我赚了，抓着就算我
赔了——类似的赌徒心态极易传
染，让胆小者变得胆大，让胆大者变
得无法无天，根源就在于其有以小
代价甚至无代价攫取暴利的土壤。

不怕“悬”，根子上是不怕“管”，
不怕制度。

桥塌因为超载，楼塌因为天
气——安全事故跟人没关系，“不怕
悬”的制度造就了“不怕悬”的奸
商。制度“睡觉”了，监管者放纵了，
悬乎的建筑也就越来越多了。

无偿献血，最重要的是“透明”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在日前召开的全
国无偿献血总结表彰大会上，我市
第八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
市”称号。据悉，2010年至2011年，
我市135204人次无偿献全血，其中
固定献血者比例达51.28%。（见本报
昨日A05版报道）

寒冬里，这是一个令人倍感温

暖的消息。
开心之余，一个不容忽视的事

实是，随着用血量的不断增加，“血
荒”离我们并不远。

为了应对“血荒”，各地想出了
不少办法，但无论“互助献血”还是

“自体供血”，效果都不算好。只有
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无偿献血，才是
保障临床用血充足的最好方式。

只有让民众实实在在地感受

到奉献的价值，使献血、用血制
度公开、透明，解除“献血容易用
血难”的信任危机，大家才会无私
地撸起袖子，伸出胳膊，献出一片
爱心。

爱心 需 要 呵 护 。 让 更 好 的
检验、检测设备为献血者筑牢健
康 的“ 堤 岸 ”，为 他 们 提 供 更 舒
适、便捷的献血环境，我们需要
做的还有很多。

手术

抢票软件
抢走的是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