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乱炖

原来也可以不做“狼爸”

这个夏天，对深圳 8 岁半的曾子琦

来说，无疑是一场华丽的冒险。这个小

学三年级女生的暑期实践课是———徒

步走到 700 公里外的家乡湖南邵阳。7

月 13 日，从深圳宝安西乡出发，一路穿

过乡野和山林，路过城市和村庄，历时17

天徒步旅行，目前父女俩已经抵达湖南

永州，目的地邵阳已经近在咫尺。（8月5

日《南方都市报》）

中国的父母，很多时候以“狼爸”、

“虎妈”的形象出现。尽管那背后都是出

于爱，却多了一些悲情。曾先生带着 8

岁的女儿，徒步 700 公里回家乡，将之作

为暑期实践课，倒给了我们以启示。

一是，让孩子作主。曾先生带女儿

徒步走，先是征得了女儿的同意。后来

一路的坚持，都是女儿的选择，女儿自己

在作主。当然，让孩子做主，并非让孩子

胡乱选择。有些孩子喜欢玩游戏，可不

要放任其沉迷在游戏之

中，要教孩子辨别，作出

合理的选择。

二是，让孩子笑。

记者报道这个故事时，

拍摄了一些照片。我注

意到，曾子琦一路行走，

虽然也有因酷暑而神情

恍惚的时候，她也因看

到一路风景而欢笑。做

事情可以是严肃的，生

活却该是轻松的，要让

孩子学会感知生活的快

乐，学会微笑，对人，对

己，都需要。

三是，坚持的可贵。通过长距离的

徒步走，培养孩子的意志力，让孩子学会

坚持，这是非常可贵的。通过一些事情，

让孩子看到坚持的力量，通过坚持带来

的快乐与成功，那远比走马观花式的夏

令营有意义得多。

徒步走，是一个不错的暑期实践课

——原来我们也可以不做“狼爸”、“虎妈”。

王玉初

快乐行走 王恒/漫画

世相杂谈

身处香港金钟一家豪华酒店，当王林“大

师”泰然自若地接受媒体采访，在微信上晒照

片的时候，来自他家乡的一波波“通缉令”，

开始纷至沓来。江西省芦溪县公安部门以涉

嫌非法持有枪支罪对“气功大师”王林立案调

查，江西省及当地卫生部门对外公布针对王

林事件的举报电话，公众可以通过电话、电子

邮件、写信邮寄等方式提供线索或材料。

可面对着已经离境，手握香港永久居留权的

“大师”来说，这场“围剿”未免有些姗姗来迟。

王林“大师”用传说中的气功绝技为人治

病，在当地早已是“声名远播”，甚至国内众

多明星也都慕名前来。试问，当地卫生部门

以前就没想到，去查查他是否拥有行医资格，

一直放任他招摇撞骗，替别人治病？有着金

字招牌的大师府邸也是蔚为壮观，试问如此

恢弘的“王府”是怎么做到让当地监察部门视

而不见的？据说因为有多人指证“王林非法

持有枪支”，当地公安机关认定符合立案标

准。难道说，飞扬跋扈的“大师”，这些年来

都是用气功戳死别人，等到造假的丑闻被曝

光，才想起来买枪防身不成？

立案调查和欢迎群众举报，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等到“大师”已经逃遁他乡的时候来，究竟

是“围剿”姗姗来迟，还是为了堵住舆论悠悠众

口的灭火之道？个中究竟，面对远走他乡的“大

师”，干瞪眼抓不着的当地机关，也该给个说法。

刘晶瑶

对王林的“围剿”
为何姗姗来迟？

10年调控房价涨10倍
楼控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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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非常道

“现在这个时代，不只是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更是人人

都有摄像机的时代。”

——就上海 4 法官集体招嫖事件，《长江日报》评论：正视

人人都有摄像机的压力环境。一个不经意的行为，可能遭遇的

就是民众的摄像机，民众为权力行为随时留底。

“守法远比道歉重要。”

——日前，歌手韩红因涉嫌挪用牌照被民警查获并处罚

款。随后，韩红在其实名认证微博上致歉，评论家舒锐表示，公

众人物连续违反交通法规，示范效应极不好。希望韩红以后能

用对法律的尊重、遵守来表达最真诚的歉意。

济日平

房价的不断上涨，也使得市场对不

断加码的楼市调控政策的效果产生了质

疑。近日有媒体统计，从 2003 年至今的

10 年时间里，管理层出台房地产相关的

宏观政策达 43 次，房价也随之上涨超过

10倍。（8月5日人民网）

尽管房价与收入比已证明不能最合

理反映中国房价高低，但房价为什么居

高不下呢？他们总结出的根由与我们民

间的“推测”基本吻合。如“丈母娘推高

房价”、“贪污腐败推高房价”、“土地财政

推高房价”、“通货膨胀推高房价”等。

甚至认为，每一次的调控，本身也在推高

楼价。

诸如此类的推断其实不无道理。俗

话说，十年磨一剑。但房地产调控这把

利剑断断续续磨了十年，却没有显露锋

芒。究其原因，十年间，一方面，各类调

控措施主要是针对购房者，但单方面抑

制需求的调控难以见效，房价越调越

涨。另一方面，调控楼市，地方政府不

“割肉”让利。因为地方政府过分依赖土

地财政，补充地方税源，偿还政府性债

务，土地出让金是可依仗的“重头”。去

年，经济学者周天勇抛出“房价里70%是

政府税费”一说，恐怕不是空穴来风。

10年调控楼市43次，房价却上涨10

倍，这足以见证个别地方政府调控楼市

的矛盾与纠结，在政绩的诱惑驱动下，在

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现实“逼迫”下，个

别地方对楼价“明打暗抬”的意图明显，

甚至就是最为盈利的“大地产商”。

如何调控楼市，其实思路明确摆在

那里，关键是地方政府愿不愿意，肯不肯

的问题。比如，政府部门能否“割肉”减

少收取的税费？能否增加政府投资，多

建一些公租房、廉租房，以减轻社会“刚

需”？等等。

所以，未来调控楼市，地方政府缺少

的不是思路，而是执政为民的理念——

调控楼市，是为百姓谋福祉，还是为了官

员谋仕途，为了地方政府搞政绩？假如

执政理念不端正，执政“为了谁”不厘清，

楼市调控就会陷入迷途和黑暗之中，只

能是越调越涨……

近日，东部某省一名厅长深入基层调

研，在与当地群众交流时，这位领导在问

了“家里几口人”“收入怎么样”等几个简

单问题后，竟不知如何继续交流下去。现

实中，这种现象并不少见。记者在基层采

访发现，一些干部开会讲话，或汇报工作

时口若悬河、头头是道，但一旦直面群众

时却“结结巴巴”，不知道如何与群众“打

成一片”，也就查不清基层的实情，摸不准

群众的诉求。（8月5日《新京报》）

一些地方官员，在给上级做汇报或者

给下级做报告的时候，无不口若悬河，滔滔

不绝，但是一旦面对基层群众，草根百姓，

就像患上了“失语症”一样，变得结结巴巴，

语无伦次起来。其中的原因应该有两点：

首先，官员在面对上级做汇报或面

对下级做报告的时候，往往以摆成绩，讲

政绩为主，表扬自己，当然很有底气和信

心，发起言来自然也就滔滔不绝了。而

官员面对普通群众的时候，往往也是群

众有困难需要帮助，有问题需要解决的

时候，这时候的官员，或者因为准备不

足，或者因为不想承担责任，给自己找麻

烦，自然就支支吾吾，语无伦次起来了。

其次，一些地方官员，整天呆在机关

里，陷入文山会海无法自拔，平时根本没

有机会接触普通群众，既不了解他们的生

活现状，也不了解他们的现实诉求，慢慢

地也就和群众之间有了隔阂，甚至说和群

众形成了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结

果面对群众的时候，除了礼节性的寒暄几

句，确实也找不到什么话题可聊，更别说

深入地交流一番了。

领导干部走“群众路线”深入基层，深

入群众，不但要“身入”，更要“心入”，也就

是从心里关心百姓的生活，关注百姓的疾

苦；从心里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求。官

员面对百姓时的“失语症”，既是走“群众

路线”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同时也反过来

证明走“群众路线”是多么必要。而要根

治“失语症”，就要把心沉下去，把心贴近

百姓，贴近民生。

热点冷评

治治官员在百姓面前的“失语症”
苑广阔

“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工资1600

元……”有媒体刊登一则城管招聘启事，25

岁的小韦持清华大学本科文凭，前来报名，让

招考人员惊讶不已。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在一个月时间内先后参加了不同城区的两

次城管部门招考，均以优异成绩入选。（8月5

日《温州商报》）

大学生就业难，并不是缺少就业的机会

和岗位，更多的是大学生们放不下架子，对城

管、工厂等苦、累、穷的工作看不上，造成高

不成低不就的“大学生剩军”状态。只有端正

姿态，不以薪金为标准，不以环境为标准，只

用积累经验的态度才能期待找到好工作。大

学生不做“苍白领”，纷纷回归基层职业，这

是大学生的智慧，更是基层职业的机会。单

就城管来说，工作难度大，环境较恶劣，是大

学生良好的锻炼场所，因为相继出现负面新

闻，城管也急需一批更有智慧、方法、知识和

能力的大学生来充实队伍，实现城管队伍质

的飞越。

大学生卖猪肉、种地，不是教育资源的浪

费，而是教育的成功拓展，他们很多都在自已

选择的行业上干出了一番成绩，并且给他们

所选择职业和当地环境带来了一番改变，这

就是他们的作用。“大学生当城管”不应再成

为新闻，成为叹息，而应是让人振奋的期待，

正如小韦一样，我们期待着小韦在城管这一

工作上做出一番成绩，给城管带来一股更为

清新柔和的风气。

“大学生当城管”
不应再成新闻

王 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