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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行
本报编辑部

斗转星移，寒暑易节，2011 年已翻入

历史，崭新的2012年呼啸而至。

每一个过去的日子都值得纪念，因为

时间是线性的，人生是一条单行道。2011

年，让我们记住的瞬间太多太多，光荣的

时刻有鲜花与我们同在，艰难的时刻有

你我携手相牵。

2011年是值得记住的一年，是一个伟

大的年份。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

年，厚重的历史画卷缓缓展开，仁人志

士，气势如虹，那些血与火的日子重新浮

现在你我的眼前，历史是要让人记住的，

因为记住历史才能珍惜现在、创造未来。

2011年是值得记住的一年，是一个激

动的年份。天宫一号发射上天，与神舟八

号成功对接，国人千年的飞天梦，浓缩成

具象。李娜高举法网奖杯，大运的欢歌在

深圳唱响，青春的力量令人久久回味。

2011年是值得记住的一年，是一个动

荡的年份。放眼世界，9·11 事件迎来了

10周年祭，恐怖主义阴云尚未散去，经济

阴云亦笼罩依然。旧的世界格局并没有

完全打破，新的势力却始终在跃跃欲试，

准备喷涌而出。

2011年是值得记住的一年，是一个反

思的年份。7月温州动车事件，逝去的生

命是无法抹去的伤痕，好在小伊伊的坚

强站立让我们找到了些许安慰。小悦

悦，18 个路人的冷漠与陈贤妹的伸手形

成了对照。社会转型期，除了愤怒和咒

骂，我们更要自省，主动出手，温暖他

人。其实，社会上也有如安徽的磨店好

人那般，践行着以德报怨的信条。

2011年是值得记住的一年，是一个微

博的年份。泥沙俱下的微博世界，总有一

些正面的力量牵引着我们，微博反腐让一

些腐败行径无所遁形，郭美美事件让我们

对透明更加渴望，撑腰体更是让我们有了

行动的底气，微博卖大白菜、卖土豆、卖石

榴更是一份份爱心的彰显……围观也是一

种力量，网络问政是不得不正视的课题。

2011年是值得记住的一年，是安徽人

值得骄傲的年份。经济增速领先全国、

中部前列，加速崛起的经济强省飞速前

进；文化体制改革铿锵前行、全国关注，

充满活力的文化强省令人鼓舞；山清水

秀环境优美，自然和谐，宜居宜业的生态

强省迈出扎实的步伐。

2011年是值得记住的一年，是星报人

秉持“责任至上”的年份。我们相信善意可

以传染，温暖可以互动。我们成立“星基

金”，主办爱心慈善晚宴募集善款852万，救

助贫困女童，用自己的方式，温暖着社会；

我们承办“2011年安徽省节能宣传”，“铁

路摄影大赛”等活动，用自己的方式，传

播社会价值；我们暗访合肥塘西河污染

事件、民营医院忽悠患者、豆芽黑作坊、

火锅口水油等，用自己的方式，彰显社会

责任。

2011年无论如何过去了，玛雅人曾预

言，2012 年的 12 月 21 日的日落之后，12

月22日的太阳将不再升起，当然，我们从

不相信 2012 年会是末日，因为每一个早

晨，太阳总会喷薄而出。

前进是人类永不停歇的使命，如同西

西弗斯推动着巨石前行，从不放弃，沾满

泥土的双脚、永远僵直的胳膊，是对大地

深沉的热爱和对生命无限的热忱。对于

生活和生命的敬畏者，我们唯有报以最

热烈的掌声和最用力的呐喊，生命的长

度和形式总是无法改变，前进却是永恒

的主题。

2012年已经来临。这一年，党的十八

大将隆重召开，我们的党和国家将进一

步在纷繁复杂中理清进步的方向；这一

年，伦敦奥运会大幕将启，4 年一度的拼

搏不仅是金牌榜的位次追求，更是生命

之美、运动之魅的探究；这一年，星报人

将一如既往，情系社会，关注民生，与社

会同进，与时代同行；这一年，星报人将

一如既往，为读者奉献最有价值新闻，最

为温暖的力量。

新的一年，总有新的历史使命，无论

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前进是

唯一的出路，哪怕前行的路上有许多未

知和猝不及防。新年的第一天，我们要

为每个人虔诚祝福，我们要为每个人摇

旗呐喊，祝愿平凡的人生有自由的人格，

幸福的瞬间有耀眼的光芒。

你好，2012 年。尽管窗外寒意正浓，

阳光依旧照进心灵。我们并肩，满怀感

动，与这个时代一同前进。

2012年到了，作为教师，特提出教育三

愿。

一愿快乐教育、尊重教育能得到扎实

落实。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让孩子得到知

识，而是得到快乐、轻松和内在幸福。所

以，每位教育者、家长，都应该像朋友一样，

蹲下身和孩子讲话，事事尊重孩子的精神

意愿，和孩子一起拔节成长，而不要用所谓

的好心，包办代替、强行做主。

二愿“分数崇拜”能淡出教育市场，让多

元评价得到落实。时下的“分数崇拜”已将孩

子的想象力、创造力扼杀很多，中国孩子的想

象力排名在国际上位居后列。沉重的课业

负担累坏了孩子的身体，累坏了孩子的眼

睛。很多孩子因为压力过大而滋生心理亚

健康。分数，成了中国孩子的“教育大棒”。

《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和改革纲要》已

确立了多元评价和多元录取的教育改革方

向，国际名校正在抢滩中国教育市场，抢争

中国的优秀生源。所谓的“好学生”的标准

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成绩不够好，有特殊

个性的偏才，同样能得到“名校入门证”。

所以，更多教育者和家长应立足脚下，放眼

国际，将孩子放到国际化背景和国际化平

台上，多推行多元评价和发展，给孩子更广

阔的教育发展空间。

三愿校车问题能得到解决。校车，给

2011 年的中国教育带来了太多的痛，让我

们业已取得的教育成就黯淡很多。教育品

如果不是安全品，教育品质就会降低很多，

群众也很有意见。

《校车安全条例》已在征询公众意见，

校车问题已成了“准公共品”，校车问题已

提升到国家高度，我们希望，在中央财政的

大力支持下，在地方财政的及时拨付中，那

些被撤并的学校，能够买得起校车，雇得起

优秀司机，享受“黄色特权”，让校车问题得

到及时解决，给孩子带来更多温暖、安全的

教育公共品。

回首2011年的各类时评，监管不力这

四个字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许多长期难

以解决的问题，并非无法可依，也不是没有

处罚规定和手段，问题在于监管部门懒于

监管与执法。

当然，也不是 没 有 被 解 决 的 问 题 。

比如曾经一度是最大马路杀手的醉驾，

就在相关部门的严厉打击下得到了较

好控制。这一方面得益于处罚力度的

加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舆论压力和公

众的强烈关注，使有关部门不得不认真

对待，严格落实法律规定，从严打击醉

驾行为。醉驾治理的成功也使很多人

把希望寄于严刑峻法，希望通过加大违

法成本来遏制食品、药品犯罪或其他老

大难问题。

这一想法当然没错，但醉驾治理

的经验事实上很难在其他领域得到成

功复制。因为离开了公众关注与舆论

压力，相关部门是否能认真执法还是个

问题。再重的量刑，如果无法落实那也

是空的。

现在，没有设备、人手不足成了很多部

门推托监管责任的共同借口。别说主动抽

查和暗访了，就是群众举报和投诉的问题

也不是件件有回复和落实的。除非出了重

大事故或特大丑闻，社会反响强烈，有关部

门才会“强力出击”，展开一系列突击检查

和专项整治活动。等风头一过，一切又恢

复如常。

希望新的一年，监管能真正给力，别

老是犯同样的错误。都说吃一堑长一智，

中国的官员都是聪明人，想必不用媒体和

时评作者一再提醒。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就是最大的政绩，比看不见摸不着的GDP

更受群众欢迎。

把监管不力留在2011年吧
杨国栋

作为时评人，我最大的新年愿望就

是成为一个真正的“时评喇叭”。

所谓“时评喇叭”，就是说，对于各种

公共事件的评述，我更希望我的声音更

本真，更坦率，更逼近事件的真相和本

质。我在写作的时候，不用患得患失，

瞻前顾后，放不开手脚，而是在深入认

真地调查考证之后负责任地说话。通

过我的声音，让大众认清诸多公共事件

背后的各种猫腻和不良勾结，大家共同

在精神上“站”起来，齐心协力，使劲“围

观”，声音哇哇响，让“围观效应”借助网

络得到继续发酵和传播，从而使事件靠

拢真相，露出本质。公共精神、公民思

考和社会思想力得到一次次波澜壮阔

的前进。

温总理说，“要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直

接监督政府的权利。支持新闻媒体对违

法进行曝光。严格行政问责制度，督促

和约束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

权、履行职责”。还想到了公安部新闻发

言人武和平的文章《让媒体说话，天塌不

下来》：在媒介化时代来临的今天，奉行

“只做不说”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有违政

府政务公开的基本要求。作为责任政府

和服务政府，只有和媒体建立一种和谐

互动的良性关系，通过媒体多说早说主

动说，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

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才能推进

民主法治社会的进程。而媒体只有充分

利用政府的新闻资源，才能增加自己的

公信力和影响力，真正成为公众利益的

守望者。

新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时评氛围

更宽松一些，让时评人大胆说话，这不仅

是时评人之幸，而且是社会之幸和发展

之幸。因为公众得到了更多真话，社会

才能得到更多跨越发展。

2012年：
做真正的时评喇叭

耿银平

2011 这一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依

然呈高发态势，公众“菜篮子”的安全程度

依然让人揪心。 这些是民生之痛，也是悬

在每一个公民心中无法排解的忧虑。至

少说明，在过年的2011年我们成绩固然可

喜，但在打击和遏制不良食品和问题食品

上，我们发力远远不够，打击力度和整治

效果远远不足，离公众期待还有很大差

距。因此，在新的一年，在公众热盼和到

来的2012年里，我们理应顺应民意让公众

真正吃上放心的食品，让食品安全和健康

真正成为一种正常的生活模式。

维系食品安全尤需公众参与。除了

畅通举报途径之外，也应让每一个生产

者、流通渠道和销售商家，都成为一个自

觉抵制问题食品的关口。同时，尽快在食

品安全检测和质量衡量上与先进国家接

轨，让检测方式方法有章可循，让检测检

验真实可信，真正成为遏制不安全食品的

“铜墙铁壁”。2012年令人充满期待，但每

一个人都将是食品安全的直接受益者或

受损者，有关部门理应以一个极度负责的

态度和执法举措，让我们的食品安全在新

的年度里更放心！

期盼2012年我们“吃的更放心”
毕晓哲

社 论

刘克梅

新年新期盼 2012年的教育三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