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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蛮深的，但是再困难也要跨

过去”。

——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全国政

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陈竺透露，卫生部

门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要取消以药补

医。

“靠工资现在仍然买不起房！”

——2009年 12月，时任国家统计

局副局长的贺铿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

副部级官员，靠工资自己也买不起房

子。3年后，当记者再问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贺铿这个问题，他仍表示靠工资现在仍

然买不起房。

中国书协名誉主席沈鹏发起提案，建

议中小学停止评选三好生。提案中列出四

大原因：一是少年阶段，人为分出优劣，不

利学生成长；二是家长学生纷纷送礼，滋生

教育腐败；三是小小年纪，学会种种不正当

竞争，侵蚀儿童心灵；四是经社会调查，多

数老师家长反对。（3月4日《扬子晚报》）

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的存

在，都有其正面与反面，有其优点与缺点。

三好学生也不例外，作为一种教育方法，三

好学生评选存在多年，不能不说它的存在

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至少在激励学生学

习、进取上，三好学生评选功不可没。三好

学生评选少不了会有一些缺点，比如有三

好，意味着就有一些学生不是三好。但所

谓，“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面对三好学生评选缺点，我们也不能故意

忽略了其积极意义。

如果说因为三好学生评选有缺点，就

取消三好学生评选，那么我们学习雷锋也

出现了一些形式主义的问题，是不是说，学

习雷锋、发扬雷锋精神，也可以不要了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三好学生评选本身并没有错，其出现

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好像是一个健康的人，

身上长了一两个毒疮。很显然，是因为毒

疮而放弃这个人，还是割掉毒疮让人恢复

健康？这并不是一个需要纠结的选择题！

学雷锋要把“3·5”变成“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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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是全国

学雷锋纪念日。我们

重提雷锋，这是因为雷

锋精神从来都不会过

时，学雷锋常态化正成

为人们期待的社会行为规范与准则。一

个社会要发展，总要有崇高的精神为导

向。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富足的同时，

始终追求着精神生活的充实。因此，雷

锋精神在不同时期都能像火炬一样始终

闪烁着光芒。

其实，学雷锋不一定就是模仿他的

行为，关键是要提高自己为他人着想的

觉悟。比如：等车时排队，不随地吐痰，

不乱丢垃圾等行为，这些大家每天都是

可以做到的，不一定要等到3月5日才做

这些事。诚如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侨

联副主席潘庆林所说：“3 月 5 日是学习

雷锋纪念日，而非仅是学习日，一年 365

天都应学习雷锋。”学雷锋不必等到3月5

日，“3·5”只是为了加强观念或为了纪念，

套用一句歌词“其实雷锋精神牢记心中，

雷锋日每天都过”，当雷锋精神真正深入

人心的时候，3·5自然而然就成了365。

雷锋精神这抹温暖心灵的阳光，有

助于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道德困境，弥补

道德缝隙上的裂痕。卡莱尔说：“一代人

最糟糕的征兆莫过于对精神之火光的普

遍无视。”雷锋可以谓之普罗大众恰如其

分的榜样，而且恰逢其时。

今天，我们为什么仍要学雷锋？因

为雷锋对于我们而言，不仅仅是一个人，

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学雷锋要把

“3·5”变成“365”，成为一种常态，而不是

只在3月5日这一天才谈，只学习一天就

过去了。学习雷锋贵在践行，不能停留

在口头上，应建立长效的学习机制，使学

习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我们还应

根据时代的需要对雷锋精神赋予创新和

内涵，注入新鲜的血液，让雷锋精神在中

华大地得到接力传承与升华弘扬。

全国政协委员袁隆平院士称，根据湖

南省物价局调查统计，2011年农民种植每

亩水稻的收益是116.6元，除去109.1元的

国家粮食补贴，农民纯收益只有 7.5 元。

袁隆平感叹“农民可怜呀”。他建议政府

提高粮食收购价。（3月4日《北京晨报》）

从 2005 年开始，国家出台了最低收

购价的政策。政策要求，当市场粮价低于

国家确定的最低收购价时，要求国有的、

地方的粮食企业和一些规模较大的私营

企业，按照最低收购价敞开收购。

不过，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早就指

出，现有的粮食调控政策是一个CPI和农

民利益妥协的产物。对比现在 CPI 上涨

而粮食价格异常平稳的局面，让人无法不

对农民利益问题产生关注。

同时，农民的负担虽然减轻了一些,

但农民仍然没有富裕起来，种地还是不赚

钱，土地依然只是一种生活的保障而不是

生产工具。

如果过度压低国内粮食价格，将导致

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受挫，粮食增产大

好势头就难以保持下去。而有关资料及

我国近 20 年粮食生产的经验表明，农民

种粮比较效益每提高10％，粮食产量大约

会增长3％。

国家曾经提高过最低保护价的，但增

长幅度不大。并且现在农村劳动力价格

和城市基本上相当了，这就导致了青壮年

出外打工，老弱留守种地的情况。

由此权衡利弊之下，不能以牺牲农民

利益维持粮食低价格，社会要适当提高粮

食价格。

刘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