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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漫话

有“睡会”式作风
才有“睡会”式责任

■电子信箱：lywbpl@163.com
■ 登录洛阳网（www.lyd.com.
cn）点击“网站投稿”
■信寄新区报业大厦《洛阳晚报》河
洛评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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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嘴和尚”为何敢念经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本报报道汝阳
县刘店镇卫生院变相卖免费宣传
册一事后，市、县相关部门迅速对
此事展开调查，认定此事属于典
型的乱摊派、乱收费行为，对该卫
生院负责人做出行政警告处分，
对刘店镇卫生院在全县卫生系统
进行通报批评。（见本报今日A12
版报道）

向城乡居民免费发放《H7N9
禽流感病毒防控知识宣传手册》，
汝阳县卫生部门做了不少工作，从
编订、印制，到免费发放给城乡居
民，有政策，有措施，有针对性，是
在实实在在做事。

可是，好政策、好办法还需要得
到不打折扣的执行。如果好事不真
正落实，还不如不办这件好事。

歪嘴和尚念经，越念越歪——
这是老百姓的话。经文是好的，可
到了“歪嘴和尚”们嘴里，再好的经
文也会被念得走了样。便民、惠民
的宣传册子，到了镇卫生院某些人

的手里，竟成了牟利的工具！
不难想见，现实中，被“歪嘴和

尚”们念得变了味、走了样的“好
经”还有不少。他们为了单位或部
门甚至个人私利，把政府形象、基
层单位甚至普通百姓的利益抛在
脑后，善于使用“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的办法，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为
了弄俩钱花花而“招数”频出。

可是，上级的惠民政策在逐渐
向下的过程中变了味道，基层单位
和群众虽然不傻，却无可奈何，最
终受损的是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我们的疑惑，不是因为“歪嘴
和尚”的肆意妄为，而在于——他
们怎么敢？在资讯如此发达，人人
遇事都要想一想“为啥”的时代，他
们怎么敢？！

很显然，不是个别部门负责人
的智商出了问题，敢于念“歪经”。
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经常吃准了
一条“道理”：基层单位和老百姓实
在没有什么话语权，我不自觉，我
敢胡来，他们可能会失望甚至愤
怒，但又能奈我何？

是的，只唯上不唯下，是“歪嘴
和尚”敢于念经的根源。

庙里出了“歪嘴和尚”，“方
丈”有没有把关？是怎么让这些

“歪嘴和尚”走上了“念经”的“重
要岗位”的？平时有没有对这些

“歪嘴和尚”尽到提醒、监督的义
务？假如“方丈”当了甩手掌柜，
还能指望小沙弥们去监督“歪嘴
和尚”吗？

现在，上级相关部门对“免费宣
传册违规收费”一事迅速展开调查，
认定刘店镇卫生院的行为属于典型
的乱摊派、乱收费行为，并对相关责
任人、责任单位做出处理，速度快，
力度大，拨乱反正，值得赞许。

但需要思考的远不止于此。
在某些监管者看来，“歪嘴和

尚”没有具体侵害哪一个人的利
益，就不是什么大事；“歪嘴和尚”
从公共利益中牟利，就不会有太
坏的影响。但须知，“公共利益”正
是由个体的利益汇集而成——它遭
到侵害却无人问津，就是在伤害每一
个普通人。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 6月1日晚，一男
子报警称要跳河自杀，民警和水上
义务搜救队队员通过“话疗”等方
式，劝其打消了轻生念头。5月1
日至今，我市“自杀求助”报警已超
30起，警方称多数人是为了引起
关注，以促成某种问题的解决。（见
本报昨日A08版报道）

心中有苦楚难以排遣，产生
一些极端的想法，应该得到理
解，需要得到帮助。一个月超过
30 起“自杀求助”，日均一起自杀
报警，就让人不由地想起“狼来了”
的故事——只是，类似“自杀求
助”报警的后果，往往要比“狼来
了”严重得多。

按照我市警方的分析，许多报

警扬言自杀者的想法有些单纯：报
警电话一拨，嘴上说要寻短见，心
里却盘算着借此引起关注，从而促
成一些问题的解决。疑问是，民警
出动了，也有人关注了，问题就能
顺利解决吗？

更严重的是，大家都随意拨打
报警电话，个人信用受到置疑不
说，还占用报警资源，分散有限的
警力，那些真正亟待救助的人，就
会因此失去宝贵的机会。

恶意报警，咱听得不算少了。
就在今年4月，浙江湖州发生了一
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一个20岁出
头的姑娘，因车前风挡玻璃上有一
团儿鸟粪，怕感染禽流感，就叫来
执勤民警帮忙弄掉。结果，她因未
按规定在高速停车，被罚200元。

有些时候，“自杀求助”之类的

报警算不上无事生非，也算不上报
假警，但其对公共秩序的扰乱，与
报假警又有何区别？我国消防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凡无事拨打
110等特服电话恶意骚扰、谎报警
情，责任人将受到10日以下拘留、
500元以下罚款的治安处罚。

110是干啥的？毫无疑问，是
应急救助的公共平台。“有困难找
警察”，这句话也已深入人心——
遇到有些紧急情况，是可以求助于
警察的，也能得到应有的帮助。

可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
欢离合，磕磕绊绊是生活中常有的
事。遇到感情纠纷也好，遇到麻烦
困惑也好，也该“反求诸己”，多从
自身角度想一想，找到解决问题的
更好办法，而不是一味地把110当
作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

报警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

□堂吉伟德/文 陶小莫/图

【新闻背景】 2日，安徽省安委办召
集浏阳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负责人，宣
讲最新出台的《湖南省烟花爆竹生产企
业负责人保护员工生命安全七条规
定》。台下竟睡倒了一大片，虽然主持
会议的浏阳市副市长邓阳锋大声提醒
了一回，但仍有人继续大睡。（6月3日
《湖南日报》）

企业安全责任人“睡会”以对，与其
说是对安全工作不重视，还不如说是对
监管工作作风的习惯性应对。当培训已
经成为一种形式化，成为一种程序式的
过场，甚至成为“履行职责”的表现，那么
这种现象就不难理解。

事实上也是如此，只要没有发生事
故，日常的监管往往停留在口头上、文
件上、纸面上，却很少落实到行动上。

当安全执法和检查措施没有落实到
位，监管部门缺乏权威性和号召力，才无
以获得被管理者的尊重和重视。若连培
训都未能认真面对，其他安全措施落实
如何，自然也令人怀疑。

在同一条河里摔倒 N 次的安全事
故，真实地发生着。最近，中石油大连
石化油渣罐爆炸，4年至少6起事故；中
储粮林甸直属库发生火灾，78个储粮囤
表面过火，储量4.7万吨，损失近亿元；吉
林德惠市米沙子镇的宝源丰禽业加工厂
发生火灾已造成百余人死亡……“为什
么又是中石油”的公众之问，现在可以用“安
全生产培训睡会”给予解释。监管者自身
责任树立不起，就不要奢望被管理者给
予敬畏，也不要希望安全事故就此绝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