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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们一抹微笑
摆渡高考的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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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没有《百姓问政》
百姓该如何问政

□本报特约评论员 止凡

红色的考场提示牌已竖立在校
门口，教室墙壁上的高考倒计时已
被考点、考场分布示意图所代替。
高三考生们上完高中的最后一课，
在课堂上拥抱、泪别，用手机捕捉老
师、同学的身影，借此留存花季时
光。因为很快，他们将踏上已准备
12年的考场。

12 年的光阴化作 2 天的短暂，
这被高度浓缩的日子承载了太多
太重的期盼。清晨的踏露背诵，深
夜的灯下苦读；堆积如山的试卷题
海，难以计数的考试摸底——所有
的努力，都只为了填好那几张薄薄
的考卷。

虽然高考报名人数继续下降，
虽然高考录取率继续升高，虽然考
取一所普通大学并不很难，虽然“读
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但这毕竟

是高考，它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
每年的这个时候，考生和家长、

政府和学校、公众和媒体……大家
都把关注的中心放在了高考上，而

“高考日”也因此变得与平日不同。
每到这个时候，总有人会呼吁

要给高考降温，让每一个考生都能
从容面对、轻松应考。当然，彻底改
变之道在于改善“独木桥”的桥下环
境，让桥上桥下的差别缩减到最小，
从而消除从“独木桥”上掉下去“被
淹死”的危险，打消考生的“落水之
忧”，彻底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局
面。当然，这样的改变需要一个过
程。在那一天尚未到来之前，我们
依然要祝愿所有考生好运！

借我一抹笑，摆渡那沧桑。在
这样一个不想紧张却难免紧张的日
子，记得给自己一个微笑，给考生和
其家长一个微笑，并将这个微笑保
持到高考结束的时刻。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 目前，我市正在
全市范围内公开征集影响发展
和建设的突出问题。在即将开播
的《百姓问政》电视直播节目里，
市落实办将针对这些问题（调查
核实后），请相关责任单位一一
解答、解决。（见本报昨日A02版
报道）

“麻辣犀利”的提问，“马上就
办”的答复，“立竿见影”的效果——
去年《百姓问政》的场景令人记忆犹
新。最重要的是，透过这一平台，近
八成问题得到了解决。

《百姓问政》为啥中？原因不
复杂。相关单位的“一把手”被请
进演播厅，就突出的民生与公众课
题，与主持人、民评代表、观众面对
面对话。由于身在公开的环境中，
他们不再拥有“主场”优势，若再

“踢皮球”“打太极”，难免会在万众
瞩目下被“轰下台”。因此，官员们
要面对强大的压力，不得不更积
极、更负责地回应百姓诉求，迅速
解决问题。

无疑，即将到来的《百姓问政》
令人期待，但也有一些疑问有待考

虑和解答：
其一，回顾既往节目，不乏“马

上办”“立即办”式的回复，那么，
为何“马上能办”“立即就办”的
事，非要“一把手”被请上台后才
去办呢？

其二，生活中，百姓面对的事情
五花八门，要解决的问题也各不相
同。作为电视节目，《百姓问政》的

“容量”毕竟有限，公众反映的热点、
焦点、难点问题可集中到台上解决，
那么，一些有“个性”的问题该如何
解决呢？

其三，经过不断创新与完善，
《百姓问政》正在实现常态化，但要
解决的民生课题、发展与建设的问
题，能否毕其功于一“问”？而后的
效果，又该如何保持呢？

总之，有了《百姓问政》，百姓
可以说事；事办不好，百姓可以不
给“笑脸”。但如果没有《百姓问
政》，百姓又该如何“说事”，怎样问
政呢？

其实，《百姓问政》是一个平台、
一种方式，只有推出多种制度化的

“问政”方式，拓宽全天候监督诉求
的渠道，完善官员问责的机制，方能
让百姓真正“说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