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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说

重庆江北区政府一把手任命需经过民众面试。

（陶小莫 画）

有人躺着睡觉，有人坐着休息，有人打牌

消遣，两车道被挤成一车道，8 月 13 日本报 4 版

报道，高楼张基岭隧道成群众“避暑胜地”。

这些人胆子真够大的了。车子进隧道为

什么要减速？光线暗，内外反差大，易发生事

故。车来车住，多险啊，可这些人咋就不怕

呢？也许他们会说，车祸这东西谁说得准，要

怕，最好待在家里不出来。再说，即使待在家

里也不一定安全，报上不是经常说有车子开到

别人家里去了吗？所以说，人倒霉了，喝凉水

都会塞牙。关键是，这么热的天不找个凉快的

地方，也是要命的。当然，这是站在他们立场

上说的话。

从医学角度讲，高温酷暑对人体健康无疑

是有影响的。但与汽车尾气相比，后者更可

怕。前者症状明显，便于发现和处理，而后者

如同“温水煮蛙”，种毒因，结恶果。在恶性肿

瘤当中，发病率和死亡率皆处于高位的是肺

癌，去年，据国家卫生部门发布的消息说，汽车

尾气已成肺癌的第一大致病诱因，取代了长期

处于第一的吸烟。

对于他们，我们可以有许多话好说。没有

交通安全意识，破坏交通秩序，素质太差；缺少

责任感，一旦有车祸发生，害的是自己，影响的

是家庭，跟着倒霉的还有那些驾驶人员；唉，这

些人一点常识也没有，隧道内汽车尾气散发

慢，在隧道内避暑，自己不就成了“吸尘器”？

凉快的代价是“慢中毒”。

说他们的不是，等于指责。指责虽然在

理，但光有指责，于事无补。报道说，交警已采

取劝离措施，问题是，这些人会不会去而复

返？人多了，对交通影响大了，交警会前来劝

离。人少了，交警还会不会再来做这样的事？

警力有限，而生命（即使是个体）是最可宝贵

的，这当中的矛盾如何解决？还有，这些人不

在这条隧道纳凉了，会不会转移“战场”跑到另

外隧道去？或者再做出什么其他危险的事情

来，就像这两天媒体报道的那个小伙子，晚上

睡在江边，半夜被潮水卷走⋯⋯

热灾当头，指责不是办法，指责挡不住人

们对清凉的追逐。如果换个角度看，隧道成

“避暑胜地”可视为群众给我们出了一道民生

考题。在这个夏天，很多地方在积极答题：杭

州开放地下防空洞供百姓纳凉；绍兴机关会议

室，白天开会，晚上成了外来务工人员的休憩

地⋯⋯这一股股凉爽之风，是对民生的关切。

很热的天，也是一个好时机，让我们有了更多

密切联系群众的机会。

回过头来看隧道成“避暑胜地”这事，我们

应该懂得，工作不能停留在劝离他们（当然劝离

是必须的），还必须创造条件让他们有更多的纳

凉之地可去。困难有，但办法总比困难多。

近段时间，经过网络、报纸和电视的追踪

报道，国方珍自行出资为瑞城公交车站安放椅

子的事迹（详见本报8月10日一版报道），成为

媒体的热门话题，在瑞城家喻户晓，犹如酷夏

里吹来一缕清风。无论称“马屿大叔”还是“椅

子大叔”，人们已经很自然地将国方珍的名字

与其联系在一起。在媒体与网友的“挖掘”下，

低调的国方珍最终亮相，从他的外貌、言行来

看，“椅子大叔”原来是那么憨厚、朴实。

国方珍的事迹说起来十分简单，就是花几

万元钱买了几十张椅子亲自放在公交车站头，

方便坐公交车的乘客；问起此举的动机，他的

回答没有豪言壮语，非常朴素，就是平时开车

路过时，“很多公交站点没座椅，看到老人小孩

蹲在地上等车，心里很不是滋味，才尝试着去

做这些事”。

然而，就是这样看似普通的人和事，却感

动着不少瑞安人，尤其是坐公交车的常客。瑞

城的公交车这几年发展得比较快，在方便广大

市民出行的同时，公交车站点也存在一些美中

不足，比如：有的就孤零零的一个站牌、普遍缺

少座椅等。有了椅子之后，等公交车的人可以

舒适地坐下来歇息片刻，手里的包可以放一

放，减轻了不少疲劳。难怪许多乘公交车的

人，对此义举拍手称好。

向善之心本来人人皆有，只是，相对于公

众人物，普通草根的善举尤其可贵，那不计名

利的朴实，便犹如涓涓细流，汇聚成一股正能

量，更能打动人激励人鼓舞人。这或许也是

“椅子大叔”独特的感染魅力。

其实，在瑞安做善事的远远不止“椅子大

叔”，平时的媒体报道中，医院里的危重病人无

钱医治，不管是哪里人是什么人，马上有胸怀大

爱的人去医院为之解燃眉之急；有贫困学子面

临失学，立即有好心人上门送学费资助；还有

“爱心顺风车队”坚持不懈的助人为乐活动⋯⋯

在瑞安，这样扶贫济困的暖流时刻在涌动着。

向善的力量需要传递，更需要引领。我们

希望“椅子大叔”的善行能引领更多人去行善，

瑞安的向善之花由此绽放得更加妩媚、灿烂。

“椅子大叔”的向善力量
■千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