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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卫生局表示，北京各高校

要把无偿献血工作纳入对学校各部

门、社团组织以及师生个人等评优考

核指标。同时，各高校要建立健全无

偿献血组织领导机构，安排专人负

责，确保无偿献血工作顺利开展。（1

月30日《京华时报》）

“流淌的都是热血”。据悉，我国

每年需要的血液总量达到了1000吨，

按每人次献血 400 毫升粗算，我国每

年至少需要250万人次献血。中国的

自 愿 献 血 已 经 达 到 供 血 总 量 的

98.5%。这么多的人热血“沸腾”在别人的

身体里，“爱的奉献”就是那一个个“红细

胞”。因为有爱，让献血成为“道德血液”，

成为滋润社会大爱的“载体”。出于爱心自

觉的献血才能是社会血液的良性循环。

瞧，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献血者排成长

队，捐款者数以亿计，爱心汇集成力量。爱

心，从来都是自觉自愿，不是要挟索取。之

所以出现血荒，进而引发血慌、血惶（恐），

可能还是因为制度滞后。其实，我们实行

无偿献血制度，一方面为了消除有偿献血

制度下的弊端；另一方面，也是培养公民责

任，提升公民意识，同时，加强社会精神文

明建设。不献血，或“被捐款”，或“被挂

钩”，受伤的不仅仅是献血者与未献血者，

也让无偿献血制度很受伤。

无偿献血，除了道德与爱的原动力之

外，还需要制度“激活”。法律法规与相关

制度一旦“贫血”或“缺血”，制度性激励与

制度性引导就会“乏力”。因此，无偿献血

制度也要“输血”，要有“新鲜血液”的输

入。《献血法》已经施行了十几年，是否到了

该修改的时候？同时，很多与《献血法》配

套的地方性制度规定，也需要来一次“抽血

化验”，将“不献血就捐款”或“献血与考核

挂钩”之类的规定“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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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鸡起舞，尽快进入“工作状态”

“法官收红包，不论多少先免职再

说。”

“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司法公

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河南省法

院院长张立勇说，凡接受当事人及其委

托律师财物的，一律停止执行职务；凡

贪赃枉法的，一律清除出法官队伍；凡

构成犯罪的，一律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个别领导干部跟佛教界争利益。”

释永信：寺院周围确实存在脏乱

差、强买强卖。对面的十方禅院，原是

市商业局的，后来卖给登封县处级领导

干部了。搞些封建迷信活动，欺骗游客

……强占少林寺的地，有些政府部门、

个别干部跟佛教界争利益。

“历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通

过两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新邵终于成功

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湖南新邵县政府把进入国家重点

扶贫攻坚范围作为目标任务。一个县

成为特困县何以值得大肆庆祝？网友

指出，实际是以获得扶贫资金为喜。

献血与考核挂钩，让我“血压”升高

非常道
feichangdaoF 时事乱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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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投诉”
是掩耳盗铃式的应对

1月28日，有网友发布微博称在三亚

吃海鲜“被宰”，三个普通的菜接近四千

元。但三亚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称，

今年春节黄金周在食品卫生、诚信经营

等方面三亚没有接到一个投诉、举报电

话，说明整个旅游市场秩序稳定、良好。

（本报今日16版）

尽管目前没有详细确切的数据材

料，来一一说明游客三亚旅游“被宰”经

历，但从微博上众多网友的亲身体验回

忆，以及此前三亚曾曝出类似“宰客”丑

闻的事实来看，说三亚去年春节期间存

在“宰客”现象，相信绝大部分人不会感

到意外，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三亚市政

府新闻办官方微博却以“零投诉”来应对

舆论的质疑，以眼不见为净的姿态示人，

似乎在说：都没人投诉，当然没人“挨

宰”。

如同一年一度的春运一样，每年冬

季三亚旅游的火爆，某种程度上也加大

了运营的压力，各种捉襟见肘的窘境也

在意料之中，但客观纳客能力不足只是

问题的一个方面，让旅客心生不满的主

要是，商贩店主的坑骗毁约与相关部门

的置之不理。作为兜底维护旅客权益的

有关部门，比如，工商、物价、公安等，一

旦出现未能尽职尽责，不仅使得维护旅

客权益的最后一道阀门形同虚设，反过

来也将进一步变相激励商贩店主的铤而

走险，加大坑蒙拐骗的力度，因为没有了

事后追责的忧虑。

三亚市政府新闻办 30 日发布的微

博，公布了四项投诉的电话号码，并表示

将对事件进行调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公

布。这或许可以看作对掩耳盗铃式的

“零投诉”的一个侧面更正，但如何提高

旅游服务质量、如何提高协调和管理能

力，将会成为三亚发展旅游业亟需突破

的瓶颈，也将是一个任重而道远需要耐

心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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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见“招工难”
张传发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春节刚

过去，全国各地务工人员招聘会——春风

行动就已经开始启动了。但是，很多地方

的招聘现场却有个怪现象，招聘的人比应

聘的人还多。（1 月30日 中国广播网）

“招工难”和“用工荒”，对有些用人

单位来说，当然不是一件好事，起码要增

加劳动力成本；而就结构调整、经济转型

而言，未必就是一件坏事。

面对“招工难”与“用工荒”，要么，你

的企业走向死亡；要么，倒逼你“向管理要

效益，向科技要市场”，倒逼你“善待农民

工”，倒逼你主动填充“城乡二元历史鸿

沟”，这也叫“坏事变成好事”。

反观之，相当多的用人单位，不仅是

平时，即便是春节，也照样不存在“招工

难”与“用工荒”；就像报道里这位商丘市

梁园区常务副区长付绍玉所说：其产业集

聚区建了 4、5 千套公租房，可租可售，且

那里的企业还给员工办理了养老保险、医

疗保险和工伤保险，为的是“能够招的来、

能够留得住”，这样地方，这样的企业，应

该基本上不会有“招工难”与“用工荒”，而

真正叫喊“难啊”、“荒啊”，倒是那些“老

抠”与“老赖”。

“围观执法”值得推而广之吗？
1 月 29 日，南京锁金村一处路口，十多

名身着制服的城管队员肃立围观占道经营

的鱼摊，不一会儿，摊主便抵挡不住，匆忙

撤摊。据了解，在该路边占道做生意的部

分摊贩，在城管执法时软磨硬扛，城管队员

便采取围观执法的方式，盯走摊贩。(1月

30日《中国青年报》）

看罢新闻，笔者联想到一种比较成功

的“县中教育”模式：从周一到“周七”，从凌

晨到夜深，从课上到课间，学生均要处于任

课老师的严密监控之下。说白了就是“盯

人教育”。由于此法虽然不新鲜，但短时间

内确有功效，似乎成了根治学生厌学情绪

的“验方”。

比较城管“围观执法”，何其相似，学生

变成了摊贩，老师变成了城管，一时间也确

有成效，摊贩们扛不过城管们目光中的压

力，只好走人。

几个城管盯一个摊贩，即便是再强梁

的摊贩也要避锋芒，作“懂事”状。这样一

来，盯人执法自然要比那种力量式的管理

看上去令人受用。如此，推而广之，盯出

了好的社会风气，盯出了美丽的城市环

境，盯出个和谐社会，想象的力量是无边

无际的。

实际上，这种盯人教育能否持久有效

是另外一说，但上顺乎某些决策者的急功

近利之心，下合乎诸多网友对温柔执法的

期盼。貌似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

点搞出了一种貌似正确的城市管理方法。

不过，推己及人，笔者认为即便是对城

管而言，这种多对一的执法，其耗神、费力，

事倍而功半是不言自明的。然上有重压，

下有期盼，情急之下在新年之际推出一种

新颖的方法也算是讨一个好彩头，长长自

己面子，改变下传统的城管形象。

而笔者认为，导致越管越难，越管越乱

的根本原因，相当程度上正是出在这个穷

形尽相的管字上。大禹治水能够成功，而

他的父亲鲧却失败身死，给人的经验教训

就是堵不如疏。与其极大地浪费执法资

源，不如合理地进行城市规划。

基于此，一个方法，原本稀松平常，而

一旦能够有所见效，这条方法顿时便会熠

熠生辉，以至捧成众多摸索者的必然选

择。至于是必然还是巧合，成本多少效益

如何，却鲜有人去计较，这几乎是一个通

病。在此，我们不能不引起深思。

29日，是新年上班第一天，武汉市、

区治庸办联合新闻媒体，组织49个暗访

组分别到市区202家部门、窗口单位、服

务大厅等暗访，结果表明，大多数党政

机关工作人员都能“收心”，以良好的精

神面貌迎接新一年的工作，但仍有个别

人不在“状态”。（1月30日《武汉晚报》）

既然春节假期结束，恢复正常上

班，那么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就应该按部

就班，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来，彻底

进入工作状态才行。然而，当地有关部

门联合新闻媒体进行的暗访却发现，在

大多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及时“收

心”的同时，也有部分人仍旧“身在曹

营心在汉”，仍旧处于“过年状态”，比

如办公室空无人员，人员都拜年去了；

留在办公室的，不是在聊天，就是在网

络购物。

按照中国的民俗传统，民间向来就

有过了正月十五才算过完年的说法，意

思是一直要等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才

算正式过完大年，然后大家经商的经

商，务农的务农，各回各业，回归正常。

但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革，这样的说

法，其实只能算是一种农耕文明时代的

“老皇历”，已经不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

展需要了，对于那些承担着公共服务功

能和职责的党政机关部门，尤其如此。

首先，春节假期之前，因为很多市

民都忙着过年，导致一些该办的事情没

有办，现在过完年了，就会想着把这些

没办完的事情尽快办好。而对于政府

机关而言，就等于是把年前该做的工作

推迟到了年后来做，客观上累积了工作

任务，增加了工作量，如果工作人员迟

迟不能进入工作状态，势必影响工作效

率和服务水平。

其次，一年之计在于春，如果新年

刚刚开始上班，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就

存在迟到早退，办事拖拖拉拉，纪律松

松垮垮的情况，那么今后一年的工作状

态，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不但严重

影响了政府机关的形象，与党中央国务

院提出的打造“服务型政府、效率型政

府”背道而驰，而且最终受害的必然是

前来办事的市民百姓。

时移世易，一些老观念、旧传统，已

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不符合群众的利

益，对于政府部门和公共事业单位人员

来说，更应与“过了十五才算过完年”的

旧风俗说再见。既然已经回到工作岗

位，就应该“闻鸡起舞”，让一切工作都

迅速恢复到往日的秩序当中去，不能啥

事都“过了十五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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