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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停车场变身”
谈利己思想

■金 粟

办好“官博”切莫“懒政”
■王国荣

在停车位十分紧张的今

天，瑞城一小区的地下室不用

来停车，反而“变身”成了台球

会所（详见本报 3 月 12 日第 6

版报道），网友对此议论纷纷。

据了解，该地下室属人防

工程，是小区部分业主投资建

成的。本着“谁投资、谁使用、

谁受益”的原则，业主们出租

该地下室建台球会所，以实现

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并没有

违法违规。但也有网友认为，

瑞城停车位如此紧张，大部分

业主自己也是车主，这种做法

“过于狭隘”。

老话说，“吃着碗里的，看

着锅里的”，有人因此认为，碗

里的东西是自己的，锅里的东

西是大家的，自己的东西逃不

了 ，大 家 的 东 西 拿 了 就 是 赚

了。该地下室由部分业主投

资 ，是 他 们 自 己“ 碗 里 的 东

西”，谁也拿不走，租给别人做

台球会所，租金塞进自己的腰

包，很实惠；地面有不少停车

位，是整个小区所有业主的公

共停车位，是“锅里的东西”，

占用停车不花钱，很受用。有

些车主，宁愿开着车在小区里

打转，见缝插针找车位，也不

愿 牺 牲 哪 怕 是 一 点 点 利 益 。

这是极端的平均主义思想，也

是狭隘的利己主义思想。

利己思想大致分三种情

况：一是利己又利人。毋庸讳

言，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天性，

凡事求个“利”算不上什么罪

过。不过有些人在利己的时

候也想着利人，以助人为乐，

以利人为喜，有时候为了利人

反而忘记了利己，甚至牺牲了

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这种

人就是“义人”。二是利己不

损人。大多数人能够坚守法

律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

利己的事情要做，损人的事情

坚决不干，或许有时候显得有

些精明过头，但仔细想想还是

可以理解的，这种人就是“常

人”。三是利己而损人。为了

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他人的

利益，走自己的路，哪怕让别

人无路可走，甚至是损害别人

的利益，这种人就是“恶人”。

一叶障目，掩耳盗铃，一不小

心，就滑入了罪恶的深渊。

出租地下室做台球会所，

应该说是常人所为。然而，如

果改建为停车场，那么业主们

自己就拥有了专用停车位，想

什么时候停车就什么时候停

车，虽然失去了一点物质上的

利 益 ，但 因 此 提 高 了 生 活 质

量，获得的是精神上的利益，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更本

真的利益。自己有了地下停

车位，地面上的停车位就让与

更加需要停车位而没有专用

停车位的人，利己又利人，完

全称得上是“义人”了。

儒家经典《大学》推崇“以

义为利”，合乎道义，就是利

益；共产党人讲求“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利人也就等于利

己。为人处世，要是能够达到

这样的境界，那就是圣贤了。

和谐社会，呼唤圣贤。

“搜索微博发现，我市许多

政府机关部门开通了官方微博，

我点击这些官方微博的主页，发

现他们对网友的提问能及时回

复，并且经常更新‘官博’内容

⋯⋯”网友为此点赞（详见本报

3月11日第11版报道）。

微博作为网络时代的一种

分享和交流平台，本该是动态和

有时效性的。本报有网友之所

以为一些政务微博点赞，是因为

“有的‘官博’一年到头都没更

新，形同虚设”，以至“及时回复，

经常更新”本不足以挂齿的“官

博”正常现象，却成了表扬对

象。不过，当今能把“好事做好”

确实该得到褒奖，因为很多“好

事”常常被当成一种门面与摆

设，比如“休眠”的“官博”。

曾有报道说，某市某局的官

方微博，开通一年来只发了 7 条

微博，其中 3 条是转发的，2 条是

系统博文，1条是分享网上新闻，

1 条是预告“即将上线”，非但没

一条是原创微博，而且长期不见

更新，有网友曾认真地@了它 4

次都不见回复，感叹“原来我的

合理化建议都发给‘僵尸’了”。

类似搁置和荒废了的官方微博，

在全国可能也是个非常大的数

字。

网 民 称 2010 年 是 中 国 的

“微博元年”，当时很多民间微

博、明星微博和政务微博的开

通，很大程度是一种赶时髦。但

是，从 2011 年初的“微博打拐”，

到“7·23”高铁事故中微博传递

正能量，再到网民微博化解农民

蔬菜瓜果滞销，以及微博爱心接

力救助生命等等，微博发挥了巨

大的社会作用，展现了其独有的

魅力。于是，此后大批政务机构

试水开通官方微博，“微博问政”

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有效

手段，开创了网络时代民众参政

议 政 的 一 种 新 形 式 和 有 益 补

充。遗憾的是，不少地方的“官

博”只是一时冲动，缺乏长效运

行机制，或者是懒得再与网民互

动，倾听民众的呼声，甚至抵触

与拒绝民声，宁可让“官博”成为

一具“僵尸”，完全违背了开通官

方微博的初衷。

“官博”最终成为一个摆设，

像极了以往时髦过的“××热

线”、“××信箱”。究其原因，其

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没有群众观

念，没有担当，不愿为人民服务，

只想当一个清闲的“太平官”，也

是“懒政”的表现。这些正是当

下反“四风”的对象，应该赶快警

醒。同时，我们还要警惕以“网

络杂音多”为借口打压民声的现

象。一些官员“好话”听惯了，一

闻“逆耳”声就受不了，一遇事就

逃避，或充耳不闻，消极对抗，于

是将这扇“网络之窗”紧紧关闭，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图当

“闲官”。

由此可见，这次本报网友点

赞及时回复、经常更新的“官

博”，也在情理之中。它再次告

诉我们，政务博微本是政府职能

部门政情发布、倾听民情、与民

互动的一个新窗口，通过微博可

以获取民情民意，并同时让群众

了解政府的工作，对增强政府透

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起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但愿政务微博真

正成为贴近群众、与民众沟通交

流、替百姓办实事的平台。

常 用 的 中 药 材 如 金 银

花每公斤从 27 元最高涨到

360 元，板蓝根从 3 元左右

最高涨到 30 元⋯⋯中国工

程院院士吴以岭披露，相比

以 往 ，有 70％ 至 80％ 的 常

用中药材价格上涨超过 2 倍

以上。

（陶小莫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