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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民 茶 座

□唐剑锋

中国人对于平安情有独钟。在中国人眼里，
平安就是没有事故，没有危险；平安就是平稳安
全。《韩非子·解老》中这样说道：“人无智愚，莫不
有趋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祸福之所由来”；人们不
仅渴望生活环境上的平安，也追求心境上的平静
安定，过和平幸福生活。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而是生活
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我们这个时代，并不安宁，
世界上局部骚乱和战争不断；而我们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人民安居乐业，独享太平，风景这边独
好。这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一个奇迹，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和生命力所在；让世界惊叹的是，在高速
发展中，我国城乡社会治安保持平稳有序，人们笑
逐颜开。

平安中国，正在成为中国崭新的形象，正在成
为中国软竞争实力的一张名片，正在成为人民群众
衡量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一项重要指标。中
国自古就有一句俗话，叫做“平安是福”。平安中
国，既是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期盼，也是百姓安居乐
业的标志，更是社会繁荣发展的保障。没有平安，
没有心境上的平静安定，即便吃得再好住得再高
档，也谈不上幸福，一切就都等于零。平安是人民

感觉吃的穿的住的用的行的，以及社会治安、社会
环境都安全，有保障；人民群众感觉平安，不仅是一
种生活体验，更是一种社会实践，切身感受。

平安中国，既是中国梦的重要内涵，也是实现
中国梦强有力的保障，更是人民群众心甘情愿拥护
党、“跟党走”的理由。宋朝吴自牧在《梦梁录·山川
神》中这样写道：“每岁海潮太溢，冲激州城，春秋醮
祭，诏命学士院，撰青词以祈国泰民安。”国家太平，
人民安乐，历来就是太平盛世的一种标志。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不仅要体现在集中力量办
大事上，不仅要体现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上，也要体现在人民群众安享太平上。在人民群众
眼里，平安也是一种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是
人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理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
著优越性，应在保持社会长期和谐稳定、人民安居
乐业上，得到充分显示。“以人为本”，“以百姓心为
心”，使人民有了可依靠的主心骨，让中华民族的
命运与党的命运紧紧相连，让人民生活水平随着
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稳步提高，人民有了充
分获得感；人民期待社会越来越稳定、社会越来越
和谐。人民愿意把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奉献给祖国
的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让国家太平与人民安乐
联系得越来越紧。

人民安乐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公平正义，没有
贪污腐化。是用法治手段惩罚震慑犯罪，惩恶扬
善，保障社会成员安全。是建立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等社会保障制度，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生
活无忧无虑。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社会治理体系，增强社会治理
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
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能够应对复杂多变的社
会治安问题。

有人说，用平安中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最有说服力，又叫群
众标准。群众标准，往往最实际，最能说明问题，
最能反映人心所向。群众说好，不仅仅是“点击
率”，更是支持率，更是参与率，更是推动社会发展
进步的磅礴力量，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不竭动力。一句话，平安中国，就是把人民安全和
获得感放在第一位。

平安中国，是最生动的中国故事。每个人都
是中国故事的演讲者，发生在他们身边、身上的平
安故事，有血有肉，最能诠释中国魅力。当平安成
为一张名片后，中国故事讲述的不仅是改革开放
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也让我们的人民更爱自己
的祖国，为祖国富强而努力奋斗。

当平安成为名片

□梅桑榆

写下本文题目之前，颇为犹豫。其一，我是个怕
参加种种会议的人，自离开家乡二十余载，以写作为
业，极少参加过什么会议，对很多开会的名堂知之不
多。其二，写此文很可能会得罪某些开会成瘾、开会
入迷，一段时间不开会，便食不甘味、寝不安枕，觉得
活得没劲的人。但既然有感想就要将其写出，是我给
自己定下的规则，于是便不计后果，将对开会的感想
凑成一篇文字。

多少年来，我是一个以写作，准确地说以写作杂
文为主业的人。但我却二十多年没参加过什么与杂
文创作有关的会议（车旅费全包的省市杂文学会的年
会除外）。其主要原因，乃我是个文学个体户，参会
的车旅费没处报销。其次是信奉写作是一种个体化
的劳动，只要埋头码字、码出好作品即可，长期不与
外界联系（报刊、出版社除外）。直到近几年，我看到
种种关于会议报道的消息，才知开会被许多人视为大
事，以致视能参会为乐、能参会为荣、能参会且闹个
头衔而沾沾自喜，自以为有所得。

先说视能参会为乐。盖有些人，供职于与某些会
议有关的部门，且担任头目，开会往返路费和会务费
可以报销，故一有开会的消息，便乐颠颠前往。据我
所知，这些所谓的笔会、座谈会、采风活动，其主要内
容是以玩乐为主，开会次之。对于没去观光过的风景
区，即使自费参会也很值得。大多数的会议，只有半
天是在听某些人的报告。那是最乏味的时刻。某些
人水平不高，却靠官职和财富等混得个什么会长、什
么主席，高踞主席台上，发言或罗里巴嗦收不了尾，
如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或东扯葫芦西拉瓢，
离题万里，不知所云；或通篇空话、大话、套话，不是
老生常谈，便是官腔官调，令人昏昏欲睡……但乏味
腻烦终有时，随后便进入了欢乐谷：宴饮碰杯也，观
花看景也，结朋交友也……不亦乐乎！至于开会的内
容，则“犹如东风射马耳”。开会的效果，只见于自吹
自擂的报道，而不见成果。

二说视能参会为荣。有些人接到某会通知，要在
微信群里晒之炫之，以证能参会，乃了不起的人物。
他不参会，此会议便暗然无光。而他能参会，则如要
人参加国际峰会，光芒四射！能在会议听众席占一坐
者如此，若能高踞主席台上，傲视群氓，或端坐于主
席台正中，举手投足有人拍照，开口讲话有人录音，
台下掌声雷动，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更是有霸主之
尊荣。下了主席台，则有人求其签名，与其合影，粉
丝簇拥，美女挽臂，杏眼流盼，燕语盈耳，更是飘飘然
如九五之尊降临民间也。

三是参会有所得。因参会谋得一响亮头衔，或某
某长，或秘书长、或挂名之某副长、理事之类，则视为
参会之大收获。之后参加种种活动，文字简介必填，
主持人介绍必报，写之生辉，读之响亮，乃其人生之
大乐。与二三编辑混个脸熟，得以发上一两篇小作，
或勾上某个美女，相谈甚欢，如王羲之所言：“或取诸
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
此乐何及！种种头衔之功用，可以炫身份而唬众人，
粉丝听之顿然仰视，恭维赞叹之声不绝于耳；编辑睹
之备感惶恐，不敢不发表其大作小作与劣作。于是
乎，参会一场，收获满满，并可以享之永久。其所得
亦大矣！

开会既有如此之乐，故有些人不远千里，逢会必
赶。能动用公帑者，乐得享之；不能动用公帑者，自
费也要赶会。我曾从微信群得之，有人参加某全国性
会议，未能“当选”头目，竟“另立中央”，旁起炉灶，成
立某某会，自当头目，与其抗衡。更有在群里相互攻
击，恶语狺骂，丑态毕露，斯文扫地者。不亦悲夫！

写到此，不禁要向那些开会痴、开会迷们进一言：
你即使参加一百次会议，你的水平也提高不了一寸；
你如果只是中学生水平，开上十年的会，也不会因而
具有大学文化。信之否，信之否？

开会之乐

□见 丰

没有人不喜欢天资聪慧的孩子。清朝
有一位学者，叫张履祥，写了一部家训，叫作

《训子语》。告诫人们：生个孩子，如果笨一
点、纯朴一点，倒可以放心，不用替他担心太
多。如果生下的孩子聪明伶俐，还真需要多
担一份心了。有人表示不理解，孩子聪明有
什么不好？

有人统计过，从历史上看，遭遇挫折失
败的十有七八是聪明孩子，纯朴厚道的孩子
占不到百分之二三十。这正是张履祥所担
心的：愚笨一点、厚道一点的孩子，做什么事
都小心谨慎，不敢轻易做坏事，少惹事，不惹
祸，倒是一生平安。那些仿佛很聪明的孩
子，多举止轻狂，父母又娇惯，做事缺少恒
心，三分钟热情，又自视清高，一件事很难坚
持，很难善终。

天资聪慧，是一大优势。如果凭借天资
聪慧的优势，放弃学习，拒绝学习，或者不认
真学习，不刻苦学习，就会被相比天资不如
自己的人反超过去。孩子聪明，却不能用来
炫耀，如果家长老是夸孩子，别人也会附和
你，跟着夸奖孩子，在孩子还不会明辨是非
的年龄，这种优势，也许很快就会变成孩子
的一种盛气凌人，一种趾高气扬，一种自以

为是。孩子小，他不知道大人夸小孩总是夸
大其词，孩子却当真听，再和周围的孩子一
比较，感觉确实比别人聪明。你说他还会认
真刻苦学习吗？他还能做到不骄傲自满
吗？这正是让人担心的地方。

张履祥担心的，并不只是孩子，也担心孩
子的家长，孩子学习生活的环境。环境可以
造就人，也可以让人随波逐流。在孩子“不能
输在起跑线上”的精英教育中，天资聪慧作为
一种特质，不是加以保护，总是被“过度开
发”；在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急躁
心态下，一些孩子甚至还不会走，家长就要求
孩子学跑。要求孩子不仅仅是跑，还要快跑，
还要跑在别人前面去，把别人远远甩在身后；
结果是这也学，那也学，最后贪多嚼不烂，这
也没有学好，那也没有学成。多而不专，学而
不精，反而不如“笨一点”的孩子。

有专家表示，不懂教育的人，任意提前
教育的年龄，却不知道学龄前的学习是事倍
功半，费了很多年，孩子学得很苦，记下一两
百个汉字，学了几句英语，一旦进入入学年
龄，别人的孩子虽然没有学这些，从零起步，
似乎存在差距，然而这个差距往往在一年之
内就会消失，大家追平了。此时如果你明白
张履祥的担心，加以注意，还为时不晚，就怕
头脑中形成孩子天资聪慧的定势，走不出
来；傲视的个性，改正不过来；那样将可能慧
毁掉孩子的一生。

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名篇《伤仲永》的
警示言犹在耳，方仲永天资好，却不重视再
学习，最终导致江郎才尽，褪色为泯然众
人。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讲得就是这个
道理，宋代诗人苏轼在《洗儿》一诗中写道：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今
天，我们不能再做这样拔苗助长的傻事。

别让聪明误了孩子

各 抒 己 见

□张 翼

点外卖、懂网购、唱KTV……这届老年
人，生活有点儿潮。随着 60 后逐步开启中
老年生活，使用智能手机已经不再是“银发
族”的障碍，“银发经济”也正进入数字化加
速期。

“新老年生活”之新，是新时代新气象的
折射。当下很多60后不再围着儿孙转，这是
家庭观念的“开放”，也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
关系更深刻地建立在自力更生和“平等相
待”的基础上。照看隔代孙辈不再被认为是
为人父母者天经地义的责任，这能够在两代
人之间形成共识，是一件多赢的好事。

老人不再承受身体、精力和财力都无法
内化的不可承受之重，有相对宽裕的经济条
件和时空选择，去过自己可能一直想过的那
种“消费自由”、出行自由、和选择自由的生
活。事实上，“刷”起来、“走出去”、买起来，
跟上数字化时代的潮生活的老人们，落伍于
时代、跟不上形势等心灵的负累会相对减轻
很多，与时偕行，与时同乐，健康的质量会随
之上升，反过来，家庭养老的负担反而会自
动减轻，多元养老、自主养老、社会养老的可
能性空间也越来越多。

特别是随着快速网购、移动支付、歌厅
嗨场等新潮流的推动，“银发族”不再一块钢
镚掰两半、省吃俭用苦自己，这是消费观和
生活观的有益嬗变。衣食住行娱等方面品
质好、多元化、便利化的消费需求，是真实而
自发的，而在这方面的潜力，可以说依然相
当巨大。

要真正让城乡老年人实现一机（智能手
机）在手，生活不愁，在技术上，首先要破解
智能化门槛设置问题，要考虑怎么样让智能
机为老年人用得起、学得会。更重要的，是
要教会他们增强网络诈骗的防范意识；其
次，数字化背景的“银发经济”，一定是建构
在数字化背景的银发文化或银发生活基础
之上的，消费只是整个生存状态的一个方
面，怎么样帮助老年人充分体验移动社交和
互联网时代的便利与“神奇”，提供更多更优
良的文化产品和适合老年人口味的精神食
粮，需要有更实际的举措。同时，怎么样在
智能手机上更好地接入包括养老金认证、应
急救助等老年人人身权益保障的公共服务
项目，而且能够从大数据的角度，以社区为
单位，建立银发族特别是独居老人实时在线
的反馈和保障系统，解除其生活便利化的各
种后顾之忧，也是当务之急。

为“新老年生活”加点温度

时 评 建 言

□宛诗平

央视《新闻周刊》有一期以《高以翔：生
命的警示》为题，报道了高以翔去世事件。
节目中说到：“从十二、三岁开始健身，热爱
篮球、旅游、极限运动，身体素质相对出众的
他，何以猝然离世？痛心之余，有人质疑，通
宵高强度运动下的节目录制隐患重重，也有
人为目击者还原的事发经过感到惋惜，黄金
四分钟内没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和急救设备，
救护车也因路障没有及时到位。或许足够
的健康意识和及时的急救措施，也不能将他
挽回，但是至少可以挽留住更多生的机会。”

急救是一门科学，涉及急救知识和实用
技能，只有比较系统和全面掌握了基本操作
技能，才能有效进行现场急救。若缺乏急救
知识和技能，不仅会延误最佳救援时机，还
可能会因为急救不正确而对患者造成二次
伤害。医学上有“黄金四分钟”的说法，如果
施救及时、得当，患者完全有脱险的希望。
然而我们面对的现状是，群众的急救知识与
技能相对匮乏，与发达国家平均50%的普及
率相差甚远，这大大限制了院前急救的抢救
成功率，不少人一旦遇险只好无奈地“听天

由命”，留下了许多伤痛和遗憾。
北京等地曾推出急救科普宣传活动，对

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术（CPR）、自动
体外除颤器（AED）等使用方法进行现场讲
解。据北京市急救中心负责人透露，目前北
京市民的急救知识普及率仅为 1%。实际
上，“海姆立克急救法”诞生已有40多年，可
很多人仍对其知之甚少。普及全民急救教
育，提升公民急救能力，显得刻不容缓。

普及急救知识不是“偶尔为之”，应该形
成科学、长效、有力的制度，让更多人了解和
掌握基本的急救知识与技能，增强自救互救
意识，在关键时刻能够勇于担当，并发挥作
用。笔者认为，让“黄金四分钟”成为终身必
修课，要从三个层面做起。在学校教育层面，
急救教育要从小抓起，全面系统地编写急救
教育教材，让普及生命安全教育成为更多学
校亟须补上的必修课；社会教育层面，要利用
医疗机构的开放课程、社区宣传示范、移动网
络教育等途径，让急救教育走向常态化、普及
化，走进每一个家庭，让人人掌握自救本领成
为可能；法律制度层面，要尽快将立法普及急
救教育纳入议事日程。只有全社会共同发
力，“健康中国”才能稳步前行。

让“黄金四分钟”成为终身必修课

杂 谈 随 笔

□刘玉新

生活中很多事，是需要看破不说破的，与人
方便自己方便。在人际交往中，不论男女老少，
面子总是需要维护的，有些时候，拐个弯儿说
话，说的人用了心，听的人受了用，因此，说话是
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当然，说不说破，要
看对象、看事体、看后果、看承受力和破坏性。

常言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说话与送
花，道理是一样的，异曲而同工，人手上有玫
瑰，自己手上有余香，两全其美，上善！

但有人就是做不到，总喜欢把话说白了。
把话说白不等于把话说明白。把话说

白，如果帮人减少麻烦或是启迪智慧，又或是
解开心结，原本也是大好事一桩，只是喜欢把
话说到底的人，并不一定是帮人解了难，相
反，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情
形，把话说白就是把话说得直捅捅的，直捅捅
的话往往给人添了堵，惹得当事人不开心。

记得有一个邻居去看望重病的朋友，他
见面没说几句话，突然就扯到这病连国外都
还没有特效药，意思很明确：这病没治，只是
时间问题。我连忙给他使眼色，他也没打住
话头。好在朋友是个胸怀宽广的人，并没计
较他说的话。

生病的人与探病的人本是有着亲情友情
的，但如果不会说话或者说得太直白，极有可
能因为一言不慎而给病人留下不快，造成心
理上的阴影。所以，这种情况下，揣着明白装
糊涂就犹如一剂良药，对病人百利而无一弊。

给人以希望，看破不说破始终是一种境
界。谁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病是没法治
愈的，谁都知道人迟早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
但必要的忌讳必要的隐含必要的婉语却是大

家心知肚明，谁说破谁就不大受人待见，这样
的时候，糊涂比明白好，糊涂的背后装着明
白，糊涂是真明白，就象郑板桥那幅著名的书
法：难得糊涂！

回头再看看那些说大白话的人，无外是
自诩为一根直肠子，甚至以豪爽自居，不管不
顾，少有考虑他人感受。说到底，骨子里缺了
一分疼惜和怜爱，也可能缺了一分包容和大
度，个别人把话说得那么直白，也许还透着一
分显摆，显摆自己的广博、显摆自己的卓识！
其实质是个人修养还欠了一分火候，还需要
在生活中不断地历练成长。

其实，作为成年人，我们需要完成的事情
太杂，感到太累。我们心理背负的担子太重，
感到太沉。我们照顾的方面太多，感到太
忙。甚至神经绷得太紧，感觉喘不过气来。
这样的时候，最需要的不是直捅捅的大白话，
而是拐了个弯儿的安慰，是手牵着手的问候，
是相约黄昏的陪伴。

让自己静下来，就要好好思考；让别人
静下来，就要好好说话。遇到糊涂人说明白
话，那是本分。遇到明白人说糊涂话，那是
人情。如果遇到揣着明白该糊涂就糊涂、不
该糊涂就不糊涂，那是智慧的莅临，可遇而
不可求。

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智者。站在别人的角
度看世界，或许心更宽，路更广。不必纠结于
那些不顺耳的直白，实话实说，有时并不见得
就是坏事，相反忠言逆耳蕴含着深刻的哲学
道理，至少考验了我们的理智和胸襟。诚如
佛印看东坡，怎么看都是如来，并不象佛印在
东坡眼里是一堆牛屎。

面对事实，兼听则明，这正是一个明白人
应该也可以坦然相对的。

说说揣着明白装糊涂

最近，手机和电脑上的弹窗广告问
题再次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如今，很
多广告不仅仅是弹窗，还“霸屏”——想
看的网页被遮挡、想买的商品被隐藏，甚
至很多广告页面都是低俗色情的内容，
让人不堪其扰。有律师表示，利用互联
网发布、发送广告，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
用网络，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
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
一键关闭，因此弹窗广告也违反了《广告
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其实，许多烦心事情，若没人过问
乏人管理，便总会让人一直烦心下去。
但是假如“有关部门”能够认真地管一
管，情况就不一样了，社会就会变得有
序，人们也会因此舒心得多。屏幕上令
人心烦的弹窗广告“霸屏”问题，其实也
正属于这类虽不大却使许多人都不快
的问题。

但愿不久，这将不再是问题，而让所
有用手机或电脑上网的人们都能感觉到
畅快和舒适。

弹窗广告不胜烦
吴之如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