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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网民首先是好公民

敬告读者：由于来稿量巨大，本报对所有形式的来稿均不保存，请赐稿者自行保留底稿，敬请谅解。 本报编辑部

龙门 站ee
“中午吃什么”
竟成“千古之谜”？

“你言谈不多，你身材魁梧，你不吆
喝，你不显摆，你就是那个默默无闻的奉
献者！在雅安芦山地震时，你又一次不
顾自身安危，带领队伍扑向了救灾前线，
向你致敬！”两年前的 4 月，雅安突发地
震，在洛阳本地论坛中，一条“致网友‘刚
子’你辛苦了”的网帖表达了对“刚子”的
敬意。

没错，这个“刚子”不是别人，正是洛
阳市神鹰救援队创始人张超伟，从玉树地
震、雅安地震、云南鲁甸地震，到前不久的

“东方之星”沉船事故救援现场，都有他的
身影。近日，中央网信办和省网信办组织
开展“2015年中国好网民”评选活动，他成
为来自洛阳的一名候选者。（详见本报21
日A05版报道）

这不奇怪。屡屡现身重大救援现场，
张超伟和他的神鹰救援队名声大噪。在
虚拟的网络世界，“刚子”二字的响亮程度
绝不亚于“张超伟”。的确，长期活跃于网
络，在网上分享救援见闻，在网上传播救
援知识，在网上壮大公益队伍，这样的“网
络人物”足够“风云”！

在生活中，洛阳不乏这样的网络红
人。他们热心公益，关注民生，传递正能
量，成为民情民意上传下达的重要渠道。
几年前，洛阳资深网友“老牛”“爱我洛阳”

“flush”等当选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更
是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为全国媒体
热议。

在网上，有人大胆发声、建言献策，也
有人大发牢骚、出口成“脏”；有人明辨
是非、知情达理，也有人信谣、传谣甚
至造谣；有人坚守良知、崇德向善，
也有人敲诈勒索、坑蒙拐骗……
网络世界，当然也有阴暗面。在
这个“互联网+”时代，有话网
上说，有事网上办，有钱网上
花，网络确实给大家带来
了便利，但也衍生出这样
那 样 的 不 良 副 产 品 。
在几乎每个人都难免
与网络发生联系的
今天，我们尤其需
要“网络素养”，
需 要“ 网 络 晴

朗”——网民该怎么做、做什么，是个很现
实的问题。

都说该传递正能量争当好网民，那
么，什么是好网民？这个问题，也许答案
各不相同，也许标准依然模糊，但我们
起码应该明白，网民的实质是网络公
民，好网民首先是好公民、好市民。
很难想象，一个在现实中游手好
闲、违法乱纪的人，到了网上能
成为一个好网民；一个在生活
中冷漠无情、满腹不良情绪
的人，到了网上能突然充满
爱心，带给别人力量。

并 不 是 每 个 人 都
能成为网络红人，但
多 一 些 安 全 意 识 ，
多一些文明素养，
多 一 些 守 法 习
惯，多发“洛阳
好声音”，你
就 可 以 称
得 上“ 好
网民”。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什么是好网民？这个问题，也许答案各不相同，也许
标准依然模糊，但我们起码应该明白，网民的实质是网络
公民，好网民首先是好公民、好市民。

洛谭有话

欲留患者，先获信任

我市将开展分级诊疗改革试点，
推动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

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大病到医
院，小病到基层”，目标虽好，但实现起来并

不轻松。
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社区卫生中心

冷冷清清，这种反差长期存在，也是“看病难”的
一大症状。推进分级诊疗模式，有助于降低成

本、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然而，破解看病难，绝非
纯技术性问题。卫生行政部门推动，医保部门牵头，

相关政策引导，这些努力都需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取
得患者信任。医疗资源分配能否更均衡，基层诊治水平

能否大幅提高，有病是否看得了、看得好、看得实惠，才是
留住患者的关键。

这两天，强大的微博网
友 忽 然 发 现 一 个“ 千 古 之

谜”——中午吃什么？从什么
时候开始，午饭居然成了大问

题？有人说是现在的人懒，有人说
并不在于懒，认为这是“社会进步所

致”。#中午吃什么？你为此头疼
吗？#对@洛阳晚报这一话题，大家有

话说。
“中午吃什么？”上班族很愁。@西苑

的树“点点头”：每天中午办公室里的小年轻
们就会为午饭问题叽叽喳喳讨论半天，感觉是

好大一件事儿啊！
午饭而已，何以成了“千古之谜”？@湖南

女子学院张闻骥的午饭要么在单位食堂解决，
要么去小餐馆，要么叫外卖，他分析原因“一是
生活节奏快，二是人懒”。关于懒，@清风梨花
举例：现在择个菜也嫌麻烦，光挑那些好洗、好
择的买。

真的只是懒吗？@鸿雁滑翔分析道：都市生
活节奏快，餐饮业发达，造成人们在家吃饭少的
局面，这就显得现在的人懒了。@红花有意也认
为不是懒的事儿：生活方式转变，有些人工作的
地方离家很远，不可能中午回家做饭吃；有些人
要利用中午约客户谈生意，也没办法回家吃饭，
这与懒惰无关。再说说那些学生，@崽崽是个小
二货上初三时，午饭就是面包、牛奶，在座位上就
解决了，然后赶快学习。咱能说这孩子懒吗？

当然啦，过去的人从小吃苦，练出来了吃苦
耐劳的品质，现在城里的年轻人从小哪里吃过什
么苦？@六安王锋自省：和父辈相比，我们年轻
人身上缺少的是吃苦精神和忍耐力。

年轻一代都生活在蜜罐里？难说。@河洛
王鹏最怀念小时候过年时奶奶做的饭，好吃得不
得了，长大了，味道都变了，乐趣也少了。现在
啊，一家人围在桌边儿吃上一顿饭就是幸福！可
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谁也不比谁轻松。
你说呢？ （杨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