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话题】近日，百度贴吧
洛阳吧上一个“父母的生日，你知
道吗”的小调查引热议。节前，晚
报记者在街头作的小调查发现，约
有四成子女不知道父母的生日。
（见本报9日A05版报道）

老谭：父母能牢记孩子的生日，
孩子记不住父母的生日，平等吗？

小洛：父母对孩子的爱本来就

是毫无保留的，孩子记不住父母生
日，大多数父母也不会抱怨吧。

老谭：哼，记不得父母生日，说
小是自私，说大是不孝，得改！父母
要是不计较，是对子女教育的缺失：
懂得感恩父母的人，才是一个完整
的人。

小洛：太形式主义了吧？行孝
不需要玩“虚”的。

老谭：形式上的事都不愿干，
还能指望你有什么真行动？

小洛：心 里 有 父 母 才 最 重
要。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同事虽
然不知道父母的生日，但他们为
父母买手机、衣服、营养品，定时

为父母送零花钱，有的还陪父母
去旅游呢！

老谭：情 感 表 达 不 容 忽 视
啊！记住父母的生日，对父母说
句“我爱你”，或是拥抱他们一下，
都很重要。

小洛：哎呀，咱又不是老外，肉
麻不？

老谭：人家好的感情表达方式应
该学！父母嘴上说你肉麻，心里美。

小洛：嗯，对自己的父母也没什
么好害羞的。能对恋人、朋友表达
的感情，不该在父母这里给绊住。

老谭：那就赶快行动，表达爱
心要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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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就要做细做实

□尔冬

【新闻背景】 2 月 16日正月初
七，是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记者来到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水川
镇党委政府大院，但见偌大的一个院
子只有门房里有人，院子里停着两三
辆车，静悄悄一片。不见有人开门搭
理，水川镇党委书记年平在电话中告
诉记者，正式上班“可能到七八天以
后了”。(2月17日新华网)

不可否认，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也是普通劳动者。在根深蒂固的过
年风俗影响下，在探亲假、公休假等
休息权利难以落实的社会大背景下，
为自己多放几天假，也不是绝对难以
理解的。

可是，如今人们的思想观念早已
不是过去身处农业社会的状态，过了
正月十五才算过完年的观念早已淡
化：商场早已开门营业，大量企业进
入正常工作状态，不少农民工也已提
前返程找工作……这时，相较于其他
行业的从业人员，该到岗却不到岗的
公务员，成了拥有特权——不受监督
的特权的人。

这种特权思维的表象是很明显
的：放松、懒惰、冷漠，究其根源，目无
法纪，服务意识淡薄，即使到岗了也
是照个面儿就走人。但现实是，节后
上班第一天，民生类服务的需求量是
巨大的，要是为民服务的单位都是

“七八天以后才上班”，百姓的事谁来
办？大家就只能等到一句懒洋洋的

“过了十五再来”？
春节假期刚过，人染上一点“假

期综合征”不奇怪：对生意人来说，
大不了少做点生意少赚俩钱；对学
生来说，实在不行过几天再把课补
一补……但对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
来说，肩负的是为民服务的责任与使
命，调节不好状态，消极怠工甚至不
到岗，失去的是百姓的信任，继续散
漫下去甚至还会出更大的问题。

那么，为啥部分公职人员不仅
没有将“假期综合征”视为一种可
耻的机关病，反而将之当成一种隐
性福利？将行政部门当作自家想
关就关的“商铺”？其根源，在于权
利 的 傲 慢 ，在 于 缺 乏 对 民 众 的 尊
重，缺乏“权为民所授”的常识和敬
畏之心。

要根治这种病症，根本的办法在
于保障公众的监督权，通过强有力的
制度约束和问责机制，让胆敢为自己

“放假”的少数公职人员“摊上大事”，
不能、不敢不守规矩。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新建13所中小
学校和155所幼儿园，新增市区供
热面积160万平方米……经初定、
筛选和向市民公开征求意见等程
序，我市确定了今年的十大福民实
事。（见本报昨日A04版报道）

从出行到居住，从上学到看
病，从就业到社保，我市今年要做
的十大福民实事，回应民生诉求，
传递民生温暖，很是令人期待。

十大福民实事，与百姓息息相
关，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实在问题。
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十大福民实事
中，新列入了生态环境等内容，从
重拳整治大气污染，到开展水污染

治理，这正是与“实”俱进，是对公
众需求的积极回应。

十大福民实事敲定后，谁来落
实、如何落实、落实得怎样，要有好
机制。

不得不说，福民实事涉及面
广，任务艰巨，不少事项仅凭一
个单位解决，显然不太现实。那
么，如何把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
位，如何让主办者与协办者都把
这 当 个 事 儿 ，避 免 推 诿 扯 皮 现
象，要思索。

应当看到，我市有关部门将展
开全程跟踪督促，并派出督查组进
行检查、验收，这无疑会形成一种
驱动力，推动各项福民实事的落
实，让责任单位不敢怠慢。但仅仅

如此，恐怕力道还不够，最终成效
也难免存疑。

福民实事，说到底还是为了老
百姓，所以无论是监督、考评、鉴定
还是验收，都不应让其缺位，而如
何从制度层面着手改进，让老百姓
说了算是大课题。

比如，主办单位能否根据实
施计划，制订实施方案与细则，并
向群众公开，人大、政协安排代
表、委员适时监督，必要时邀请民
情代表，分小组一对一盯住实事，
既要看数量与进度，更要看完成
质量。

十大福民实事都是好事，好事
就要做细、做实、做好，做到让老百
姓满意。

治霾，从倡导不放“开门炮”做起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在相关部门的倡
议下，我市今年春节燃放烟花爆竹
的市民比往年少了许多，正月初七
放“开门炮”的商户也大为减少。
（见本报昨日A05版报道）

我市环卫部门统计，2 月 16
日我市沿街商铺燃放“开门炮”
的，比往年同期少了近 2/3，市民
燃 放 烟 花 爆 竹 的 也 少 了 很 多 。

炮少放了，垃圾少了，刺鼻的味
道少了，火灾少了，伤员少了，对
空气质量的影响小了，这实在是
大好事。

没有人可以捂着鼻子生活。
人命关天，老百姓的健康权比天还
大。摒弃燃放“开门炮”的老习惯，
就是摒弃自作自受、互相戕害的生
存方式。当然，不该忽视的是，引
领新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
今年做了表率：“除岁炮”、“开门

炮”均不见了，以实际行动担起责
任成为榜样。

当然，移风易俗不放“开门
炮”，这种节令性的举措不是治
理雾霾问题的根本办法，向社会
广为普及雾霾成因也不是。只
有下定进行综合治理的决心，推
出 常 态 性 举 措 ，彻 底 抛 弃 等 待

“大风大雨”治雾霾的消极办法，
方能驱散锁城的“毒雾”，还蓝天
本来面目。

愿小华华早日回家

议“列车上，女童被父母‘遗
忘’了……”（昨日本报A09版）

大过年的，患有脑瘫的华华
被父母“遗忘”在郑州发往洛阳的
列车上。“妈——妈——走——了，
爸——爸——也——走——了。”
孩子的话令人心酸。如今华华正
在市儿童福利院等爸妈来接她回

家，但愿她的愿望不会落空。
（冯保萍）

出租车数量该不该增一增

议“望穿秋水，终于盼来一辆
空车”（9日本报A04版）

节假日、特殊天气，甚至在平
日里的出行高峰，人们对打车难已
经见怪不怪。看报道，近段时间，

上路营运的车辆只有近4000辆，这
个数量是否算少，可能需要深入研
究才能断定。但一个笃定的现实
是，这两年，洛阳城越来越大，人口
越来越多，但出租车数量似乎未见
怎么增加。

私家车数量在大幅增加，公交
车也在不断增多，出租车该不该增
加，该增加多少？这值得有关部门
深入调查研究一番。

（魏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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