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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浦听风

“搬砖买手机”也是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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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需要传递爱心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 杨帆在
重庆一所大学就读，家境
尚可的他在大一时就申请
了一张信用卡。杨帆坦
言，按揭一台 iPhone4 虽
然每月只需还 400 元钱，
由于他花钱没有节制，经
常会借钱，“无奈之下我
只好到工地上搬砖，搬一
天能拿到 100元，哪个月
钱不够花了，就去工地上
搬上几天砖。”（4月 1 日
《重庆晨报》）

挺欣慰的是，杨帆没有
向父母伸手。按理说，小伙
子的家境尚可，他若向父母
开口，父母拒绝的可能性应
该不大。

就事论事，这种非理
性的消费方式有危险性。
但当信用卡贷款还不上
时，他没有投机取巧，没有
耍滑赖账，而是通过到工
地上搬砖还贷——“手上

磨得全是泡，钻心地疼”，
这何尝不是一种锻炼及对
人生的体验？“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是成长的代
价，也是一堂生动的社会
实践课。用行动担当起自
己的选择并负责到底，挺
可贵。

小伙子还年轻，通过这
样一件事情去把握消费乃
至生活的分寸，自然有利于
他成长为一个面对事情更
加审慎的人。

说到底，大学生花钱，
并不算一件坏事。在具有
自立意识和能自担责任的
前提下花钱，是了解社会、
融入社会的最好方式。

杨帆也说了，如果上天
能重新给一次选择的机
会，他一定选择不买这部
手机。不过，笔者倒是希
望他能这么看：只要诚实劳
动、不断奋斗加上不犯浑，
就可以大胆追求自己想要
的东西。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为筹钱给
丈夫治病，热心公益的网友

“荷花”带着2岁多的女儿摆
摊卖绢花。连日来，热心
网友、市民纷纷关注此事，
买绢花、送祝福，举办爱心
捐助活动。（见本报昨日
A13版、今日A20版报道）

从网上的关注、转发，到
网下专程买花、热情鼓励，一
句句关切的话语，一颗颗热
忱的心，汇集成温暖的光，照
亮了网友“荷花”的世界。

生活中，当重大疾病突
然袭来时，普通家庭通常难以
承受，需要来自外部的救助。
那么，救助之手，该从哪个方
向来？有人会说，这是“政府
的事”“社会的事”，似乎不该
由一个个的普通人来管吧。

无疑，包括公共卫生服
务和大病医疗救助在内的
社会救助制度与项目，是政
府 和 社 会 必 须 承 担 的 责
任。获得这种社会救助，是
每一名公民的基本权利。
问题在于，当以政府为主导
的医疗保障体系尚不完善、
无法满足公众医疗需求时，

看到“荷花”们遇到过不去
坎儿，我们该怎么做？长叹
一声后转身离去？感慨民
生维艰并抱怨连连？还是
伸出援手拉上一把？

很多洛阳市民选择了最
后一种。那么，大家这么做的
意义，是不是仅在于迸发了恻
隐之心、传递了人性之善？

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
大转型的时代，我们看到了
很多道德滑坡的问题，我们
盼望自身权利得以充分伸
张，盼望被公平、正义、和谐
围绕，盼望自己的声音被倾
听，盼望自己遇到的麻烦被
关注……这当然都是合理
的。然而，作为一名公民，
作为这个社会真正的主人，
理应多一些“起而行”，少一
些“坐而盼”。我们可以做
一名公权力的监督者，指出

“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我们
也应当认识到行动的力量，

努力做一名公民理念的践
行者、公民社会的建设者。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人
的困难”，不应该“与我无关”。

也许并不自觉，这些对
“荷花”的家庭伸出援手的
可爱洛阳人，是在用积极的
态度和行动，去建设一个更
有活力的民间社会。而一
个有活力的民间社会，对催
生一个能为生活提供更多
保障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有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行动起来，自我完善，
互助互济，不吝对别人关
怀和帮助，用一点一滴的
努力培植公民社会的深厚
土壤，最终打造的是更美
好的生活。

这些热心市民和网友
与受助者平等互动，给了受
助者前行的力量。这样的
人多了，我们的洛阳城怎能
不朝气蓬勃、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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