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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躲避“追杀”关闭居委会太低级
□纪 鹏

从7月5日起，广东揭阳市榕城区东兴街道的义河社区居委会，居然关门

停止办公长达一周，其原因竟然是现任居委会干部为躲避前任居委会书记的

“追杀”。（7月13日《羊城晚报》）
据报道，现任书记周澎泓因把居民反映的事情如实向上级部门反映，就

遭到前任书记周某某手持菜刀威胁、恐吓，这是何等的暴戾呀，就这个水平、

这样的素质当时是如何选上书记的？这不禁让我们有很多遐想。因此，我们

期待相关部门就居民反映的问题进行彻查，坚决不能让有问题的“蚊子”一拍

屁股走人。

还有一个细节，告示上写着，居委会工作人员为躲避追杀，居委会决定停

止办公，这也反映出一个居委会执政能力有多么低下，居委会没有民兵吗？

没有保安吗？再退一步说，或许社区安全意识没有城里那么强，可是不管怎

么样，不能因为个别人瞎胡闹就随随便便发布这样的消息。这不是在变相鼓

励其他社区居民也可以拿两把菜刀闹居委会吗？这个事办得真不高明，甚至

挺低级。作为社区书记怎么能随便就张贴这些话语呢？这不禁让我们对这

些社区干部的办事能力、执政能力倍加怀疑。

简言之，我们希望基层社区能真正本着为民办事的原则，规范张贴告示，

不要胆小怕事。当然，确实遇到那些胡搅蛮缠的无赖时，还须借助警方予以

解决，且不可乱贴告示，采取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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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药反腐”的误读
是一种民意期盼

微WEI SHENG YIN
声音

校车安全不能只拿车说事

面对事故高发的校车安全，

我们总习惯拿车说事，可再好的

校车，也经不起如何管理的责任

之问。校车安全何时才不会成

为生命之殇，这不是一个校车好

与坏的答案，而是一个安全责任

实与虚的追问。车的问题都好

解决，人的问题才是最要命的现

实纠结。@央视网新闻

真正教你的未必是学校

不要太相信学校，学校只是

让你度过青春期的时间。第二真

正教你的未必是学校，更不是教

学大纲，而是周围的好学生，但更

重要的是来自校外的资讯。在网

络上，在图书馆，在书店，在美术

馆，在画廊，信息远远多于教学大

纲能够给你的。根本不要指望你

在教室里变成一个艺术家，你必

须走出校门。@丹青时评

非FEI CHANG DAO
常道

“说‘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不正确。”
——日前，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只能是

形象地说明了我们的危机，如果把它当作一个结论，我认为不正确。因为不反腐，肯定会既

亡国，又亡党。

“中国足球要想真正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得要有好的球员，有自身独特的足球风格。”
——作家莫言专程赶去巴西观看世界杯决赛。接受媒体采访时，莫言表达了如上观

点。不过网友跟帖多表示，还是“好好写书吧，不懂别乱说”。

星XING BAO SHI PING
报时评 世SHI XIANG ZA TAN

相杂谈

公交逃生神器
助乘客“神逃生”？
□毛开云

杭州“7·5”公交纵火案发生后，

公交车在突发情况下如何快速疏散

乘客离开现场再次成为民众关注的

焦点。万一再遇到行驶中的公交车

起火该怎么办？记者从绍兴市公交

集团获悉，绍兴的公交车目前装备上

了一种逃生神器——新型电动击窗

器，只要司机一按按钮，车窗玻璃就

会瞬间击碎。（7月13日《钱江晚报》）
近年来，公交车事故频频发生，尤其

是公交车人为纵火案频发，拨动国人敏

感而脆弱的神经。绍兴在公交车上安装

逃生神器，为乘客遭遇突发事件及时提

供生命通道，这种尊重生命、敬畏生命、

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未雨绸缪、防患于未

然的做法，无疑值得点赞。然而，安装公

交逃生神器能起到帮助乘客“神逃生”的

作用吗？我实在不敢盲目乐观。

公交车事故尤其是人为纵火案的

发生，不外乎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

客观方面，公交车上的硬件设备设施不

完善；二是主观方面，公交车的人员配

置、管理、安全防范措施等没有跟上。

要从源头上减少甚至杜绝公交车事故，

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双管齐下，而安装逃

生神器只是完善硬件设施的一个方面，

如果不把硬件设施配齐配全，特别是不

从主观方面找原因、添措施、补短板，逃

生神器完成可能成为摆设，对遭遇突发

事件的乘客丝毫不起作用。

当然，必须看到的是，公交车上安

装逃生神器无疑是有好处的。但是，如

何让公交逃生神器发挥作用，而且将作

用发挥到最大化，如何真正遏制公交车

事故尤其是人为纵火案的发生，无论公

交公司、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都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公交车事故容易造成群死

群伤，事关群众生命安全，事关百姓家

庭幸福，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必须千方

百计保证公交车及其乘客的安全。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决策研究组发现，受贿金额越多，受

贿行为对大脑的刺激就越大。这一说法促使外界讨论是否可以利用药物或治疗方法来抑

制腐败倾向。“吃药反腐”说随之引发公众关注。昨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李纾

否认课题与腐败、贿赂行为有任何关联，主要是为了研究什么样的脑神经机制会导致“金钱

会使人们违反公平原则”这一社会现象。（7月13日《新京报》）
一种更像神经条件反射的研究结果，最后却被人引向于“药物反腐”的范畴，并成为

一个命题性概念，这样的结果超过了研究者的预料。如果稍懂常识的话，这样的误读就

可以轻易避免，但何以“金钱会使人们违反公平原则”的脑神经机制研究，最后会成为“药

物或治疗方法来抑制腐败倾向”，根本上还是“如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这一问题，始终没

有获得制度性解决，公众强烈的期待最后变得“病急乱投医”，对任何可能性的渠道都给

予了巨大的关注。

时下，腐败现象越来越多，涉及的金额也越来越大，其间既有大老虎，也有小苍蝇，但似

乎陷入了打而不绝的境地，在一些关键岗位和重要领域，呈现出前赴后继的趋势。结果反

腐成果越来越多，但腐败高发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一方面腐败现象依然成为公众最

关心的问题，另一方面，制度性反腐无以发挥作用，预防腐败依然处于未解层次，公众信心

随之下降的情况下，“吃药反腐”的误读无疑于民意诉求的另类表达。

从“贤内助”反腐、“廉政账户”反腐、“悔过账户”反腐，近些年来，各种另类反腐形式在

争议声中高调登场，最终又以效果不彰而低调谢幕。非常规的反腐形式之所以广有市场，

恰好折射出常态性制度反腐失灵的真实现状。“吃药反腐”本是一个伪命题，还能引发无穷

的猜想与寄托，足以令现有的制度设计感到汗颜。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的“周期性问

题”，如何改变时下重打轻防的反腐现状，如何实现预防、惩治和教育并重的反腐制度设计，

确实需要用制度说话，用实效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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