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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时评 9

爱的后备厢装的是亲情
◎◎百姓话题

春节朋友圈“摄影大
赛”的最后一项内容，就是
晒回城的汽车后备厢（行
李箱）。可以说，网友们晒
出的后备厢，是妈妈为儿
女亲手准备的、名副其实

的爱的后备厢。（2月22日
《都市快报》）

在团圆与亲情面前，

再长的假期也会显得短。

转眼之间，我们又不得不

告别父母，踏上回城的道

路。通过网友们在微信朋

友圈晒出的行李箱、汽车

后备厢不难发现，几乎每

个人的行李箱和汽车后备

厢都是满满的，也难怪有

网友感叹说：即便我开一

辆集装箱回家，恐怕我妈

都有办法把它填满。

“爱的后备厢”刷屏朋

友圈，后备厢里装的不仅

是家乡的各种特产、美食，

更是一种浓浓的亲情，浓

浓的乡愁。爱的后备厢带

给我们的，既是物质上的

满足，也是精神上的慰藉。

网友们纷纷晒出爱的

后备厢的同时，也晒出了

离别之际父母对子女的各

种愿望。虽然这些愿望在

具体的表达方式上千差万

别，但是内容上却大同小

异，那就是希望子女在外

能够照顾好自己，有好的

身体，工作中注意安全。父

母对子女的这些愿望琐碎

而朴素，但也恰恰是最为

打动人心的地方，因为这

样的愿望才符合普通老百

姓对生活最本真的理解。

站在子女的角度，春节

假期结束，带着家乡的各种

土特产和父母的美好祝愿

上路，在新的一年里，我们

有理由让自己做得更好。

文/苑广阔

◎◎画外音

国际青少年艺术节、国际

青少年艺术大赛、“大中华”杯

全球华语大赛……只需要花几

十元到几百元，就可报名参赛。

据报道，近来，很多离岸山寨协

会举办了许多青少年比赛。这

些比赛不仅山寨成分高，更与

培训、旅行产品结合在一起，形

成了一条青少年比赛产业链。

就在2月初，民政部网站还

公布了包括“国务院精准扶贫

基金会”等在内的179家山寨组

织。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节

能环保科技协会”、“中国公益

事业促进会”等看似高大上、实

则山寨的协会仍顶风作案，这

无疑是对监管的蔑视。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被曝

光的很多组织都将牟利之手伸

向了孩子。它们靠着“国字号”

头衔构织的“国际竞赛”，虽然

山寨出了天际———比赛取名随

意，参加即有奖，获奖等级名次

与报名费金额挂钩，可端的是

国家级、国际性比赛的名头，瞄

准的是投很多家长“所好”。此

处的“所好”，并非喜好虚假荣

誉，而是功利性教育需求。

只不过，花钱买奖等行为，

让其失去了竞赛应有的价值意

义，成为彻头彻尾的“挖坑”。据

了解，有的山寨比赛连评选都

懒得弄，出现组委会给家长发

空白证书，“要几等奖回家自己

填”的闹剧，颇显荒诞。到头来，

那些家长也只是待野鸡组织收

割的韭菜，报名费、奖项费、培

训费、旅游费等……割了一轮

又一轮。

鉴于此，家长们显然该多

长点心。参加社团比赛应多加

核实，可通过民政部社会组织

管理局官网等查验其合法性，

也应少些功利性———在培养孩

子上，舍得投入不等于“见缝就

钻”乱撒钱。

对有关部门来说，也该秉

持此前的高压打击态势———该

依法取缔、没收非法所得绝不

含糊，涉嫌犯罪的则依法追究

刑责，特别是媒体曝光后更要

循迹查究，并根据部分山寨协

会靠孩子牟利的动向，进行有

针对性的治理。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热

心网友周纪超的电脑里有个专

门的“纠错”文件夹。他曾连续3

个多月、每天花1~2个小时，给

全国政府网站“找茬”挑错：先

是把国务院部门的网站翻了个

遍，然后又转向地方政府网站，

每找到一个错，他都会截屏锁

定证据，然后提交“我为政府网

站找错”平台。

周纪超成政府网站的“挑

错达人”，跟“开门迎找茬”有

关：公开数据显示，自国务院办

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

室牵头主办的政府网站“找错”

监督举报平台2015年9月开通

后，网友纠错量迅速增长，2017

年一季度有效留言为4176条，

第四季度达14208条，可见该平

台已高效运转起来。

“找错”平台发动的是啄木

鸟式监督，挑错的网友就是“啄

木鸟”。可以预见，有了这些“啄

木鸟”，政府网站会更健康。

的确，近年来，各级政府通

过自我监督、自我净化、自我“治

疗”，已清理了不少患有“僵尸症”

的网站。一些政府网站存在的久

不更新、互动性差、服务效率低

下、信息或栏目链接失效、站点无

法访问等问题，得到了明显改善。

但一些政府网站依然存有

法律法规或政策链接内容过时，

错别字、服务端口形同虚设，回

复内容机械模糊等问题。网民作

为政府网站的受众，更能察觉有

些政府网站的问题出在哪，且其

基数众多，能形成无影灯效应，

让监督更细致、更全面、更及时。

在此也建议，对“啄木鸟”

挑错机制完善配套的奖惩办

法，对挑错成功率高、贡献大的

网友进行奖励，对犯错率高、纠

错率低，整改不及时、不彻底、

不到位的政府网站该问责则问

责，以激发更好的监督效果。

“指路大王”诠释正能量
文/范子军

据《新京报》报道，21日6时46分，被称为“指路大王”的谢亮老人因病

去世，享年87岁。从2001年起，谢亮就在北京东直门交通枢纽义务指路，

在东直门地区家喻户晓。他还引来了一批追随者，除了东直门指路点“后

继有人”，很多志愿者也学习谢亮的模式在京城各处设置了指路点。

很多北京人都知道，亚洲第一大交通枢纽站在东直门开始动工那阵

子，复杂的交通结构、变化的公交路线，不但让外地人“两眼一抹黑”，许

多北京人也找不到北。于是谢亮老人主动当起了义务指路员，并且16年

如一日坚持下来。

尽管街头为人指路只是义务服务，但谢亮却做得格外走心。他不仅

熟悉东直门街道周围的每一条道路、建筑，熟悉到达某个地点的最短路

线，而且学习英语制作指路手册，还时常坚持带病指路。做好事是需要成

本的，而尽最大努力把好事做好，则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这殊为难得。

“指路大王”的称呼，正是人们对他的褒誉。

在谢亮的带动下，附近很多退休老人纷纷加入义务指路的行列，“指

路点”逐渐壮大成“指路队”，更多志愿者的参与让义务指路成为京城街头

一道亮丽风景。这也阐释了“指路大王”树立起的老有所为标杆的价值。

有些善举，在质朴中显大美。从我做起，从不起眼的小事做起，这些道

理不新，却不俗。拿指路来说，之于“指路大王”，这或是一种坚守初心；之

于整个社会，则是掌起了闪着光芒的灯，其意义也溢出了个案本身。

水渠建成“豆腐渣” 追责当用铁手腕
文/周志宏

近日一则关于“湖南省东安县新建水渠形同豆腐渣”的视频引发热

议。视频中水渠混凝土用手一捏就碎。东安县方面20日回应称，经调查核

实视频反映情况属实，水渠确实存在质量问题。

从媒体报道中得知，新建水渠作为新增粮食产能田间工程建设项

目的一部分，是一项涉农工程。其经过了公开招投标，中标单位和监理

单位看上去也不是草台班子。可当看到视频中水渠混凝土用手一捏就

碎的情形，人们不禁要问，这公开招投标经过政府部门审查把关了吗？

中标单位华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何等资质？是如何中标，又是怎么建

设的？负责监理的长沙市成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是如何监理的？材

料采购、施工质量是谁把关？

在网友转发相关视频后，虽说东安农业委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已召

集监理、施工、马头村两委干部及群众代表进行现场察看，当时已对质

量问题提出处理、整改意见”，东安县也“已成立调查组，要求施工单位

尽快返工重建，限期整改到位，并正式启动核查追责处理程序，按有关

规定严格追究施工、监理、业主等相关单位和相关责任人责任”。但是，

水渠不是一两天就建成的，相关责任方都应该为伪劣工程买单。

水渠建成“豆腐渣”，追责当用铁手腕。东安县成立的相关调查组既

要保证将“豆腐渣水渠”尽快返工重建，限期整改到位，还要以铁的手

腕，严格追究施工、监理、业主等相关单位和相关责任人责任，该查的

查、该处罚的坚决处罚，严厉打击坑农害农的腐败行为。

◎◎快言快语

◎◎网友发言

◎◎不吐不快

“啄木鸟”挑错 政府网站更健康
文/李英锋

山寨赛事
文/江德斌 画/王 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