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疑：给予“福利”太功利？
回应：要让“傻子”有好报

长沙市计划设立学雷锋活动专项
基金，每季度评选 !"个市民进入“我
身边的雷锋榜”，组织市民广泛评议和
投票。市文明办副主任丁德喜介绍，
针对在学雷锋活动中涌现出的好人好
事以及每年评选出的学雷锋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除了表彰奖励之外，还
要在评先评优、招考招聘、社会礼遇、
子女升学、医疗救护、住房保障等方
面给予照顾。

此言一出，引发颇多争议，“学雷
锋”被指“与物质手段直接挂钩，充满功
利色彩”。丁德喜认为，这些举措是对学
雷锋者的鼓励和肯定，虽然涉及到奖
励，但并非以功利为目的。
学雷锋可能得到多方面照顾，网友

“吴丽跃”拍手叫好：“就是要让好人、让
‘傻子’有好报，真正得到社会尊重。”网
友“邓邓 #$%”坦言自己曾因学雷锋被
旁人笑话是傻帽。“我在做一些小小的
好事时，常有不好意思的感觉，怕被别
人知道。官方大力提倡，可以让大家光
明正大做好事。”
近年来，学雷锋者频频遭遇尴尬，

甚至连“老人摔倒该不该扶”也成了网
上热议话题。网友“自由井蛙”对此颇有
感触：“我认为学雷锋不论任何形式，只
要去做，就应坚决支持。长沙的做法不
为过，学雷锋的人，应该得到更多更大
的奖励。”

质疑：让干部权力寻租？
回应：覆盖全社会多行业
有人担心，政府推出多项新举措，

提倡学雷锋，表彰先进，会给部分领导
干部提供权力寻租的新空间。丁德喜介
绍说，创评学雷锋先进单位和个人，并
非只局限于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雷
锋精神具有普适性，学雷锋活动具有广
泛性，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应当放眼
于全社会各行业。”

他介绍，长沙的各级各类学校、
社区、部队、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公共服务行业、公共交通运输行业及
各类志愿服务组织，都会评选“雷锋
号”示范单位。

评选先进个人，则包括：在市民群
众中评选雷锋式道德模范；在中小学生
中评选雷锋式美德少年；在党政干部中
评选雷锋式人民公仆；在各行各业评选
雷锋式学习标兵；在驻长部队中评选雷
锋式爱民官兵；在政法队伍中评选雷锋
式忠诚卫士；在窗口服务单位中评选雷
锋式服务明星；在广大志愿者中评选雷
锋式优秀义工。他补充说，以上两项创
评活动，每两年评选一次，每个类别表
彰 &"个先进。“这样有助于打造学雷锋
的大众化载体，推进学习活动常态化。”

质疑：专设机构是否多余？
回应：文明办内设指导处
丁德喜透露，长沙市近日决定成立

“学雷锋活动指导处”。消息引来不少质
疑：专门新成立一个常设机构，归什么
部门管？只负责指导学雷锋活动，会不
会显得有些多余？
他解释，在学雷锋活动中，“雷锋没

户口，三月来，四月走”的现象时有发
生。长沙市希望通过制度设计和机构设
置等办法，建立常态学雷锋机制，其中
就包括定编、定岗、定职责的常设机构
“学雷锋活动指导处”。

这个常设机构属于长沙市文明办
的内设部门，设立 '名至 (名工作人
员。主要负责雷锋精神的理论研究和宣
传学习，组织、指导和协调全市学雷锋
活动，开展全市学雷锋典型评比与表
彰，开展省内外学雷锋活动经验交流
等。丁德喜说，在文明城区、文明社区、
文明单位、文明家庭等的创建考评中，
学雷锋活动都是衡量达标程度的重要
内容。

几天前，语文出版社社长、教育部
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通过个人微博表
态，不赞成长沙成立学雷锋专门机构。
他认为，重视一件事就“搭庙招和尚”的
办法，既过时又不聪明。“中国行政管理
人员多、队伍庞大就是这么起来的。解
决办法很简单：给相关部门増职能。”

质疑：奖励措施真有用吗？
回应：多平台推动常态化

人们经常感慨：养老院平日冷冷
清清，一到 (月 )日就热闹起来，一
天接待一批又一批“雷锋”，老人几天
里要被洗 (次头、量 )次血压……可
没过几天，“雷锋们”都走了。年年学雷
锋，却总像走过场。
现在，只靠出台一些奖励措施，就

能把“雷锋”长期留住吗？面对这样的怀
疑，丁德喜回应说，设指导处，加大表彰
力度，都只是常态化制度的一小部分。
“这些年，长沙打造了多个平台，已经涌
现出许多雷锋，而且常年留守。”他强
调，这些人学雷锋基本都没与奖励挂

钩，但还是坚持了多年。
社区互助平台“雷锋超市”，将家

政、保洁、维修、医疗等志愿服务摆上超
市“柜台”，供有困难的居民自由“选
购”。如今，雷锋超市已遍布长沙约 (""

个社区。仅 '"&&年，超过 '*+万名爱心
义工登记在册，困难群众累计受助 ("

多万人次，其中 ,万多位高龄空巢老
人、'万多名寒门学子得到救助。
几十家“雷锋号”志愿者工作站，在

社区搭起志愿者工作的固定营地，让求
助者和公益提供者之间无缝对接，(万
多人次获益。

由 )" 个人组成的“蓝灯雷锋车
队”，笑脸相迎每位乘客，两年免费接送
老弱病残孕 ("""余人次，免费金额 !

万多元……

! ! ! !对于雷锋精神是不是应该弘扬，
恐怕没有人会给出否定的答案。

往年学雷锋日举行众多活动，常
有“走形式”之嫌。

今年长沙出台新举措，可谓用心
良苦，评先评优、招考招聘、社会礼遇、
子女升学、医疗救护、住房保障……这
么多利益允诺，可能会让学雷锋的效
果很快显现。

政府有关部门倡导学雷锋做好
事，用优先照顾政策来鼓励人们积极
向善，引发更多助人为乐的行为，从而
推动社会道德的整体进步，初衷不乏

善意。
客观地说，学雷锋得到一定好处，

属于一种正面激励与扬善机制。在这
样一个物质化而现实的年代，要想鼓
励雷锋精神，仅仅靠精神激励，的确显
得力有不逮。尽管雷锋精神本该与物
质鼓励无关，但实际上精神激励并不
足以真正让雷锋活动常态化，祭出物
质奖励，可以说是出于无奈。
然而，更多人担心的是，学雷锋活

动的评判标准很难界定。大家都是做
好事，谁更先进，如何认定？评审机构
是否能够保证客观？又由谁来负责监

督和检验？
学雷锋活动会不会陷入一种计算

利益得失的项目机制，真正的好人会
不会反而因为缺乏策划而不够“先
进”，甚至无缘得到照顾？至于招考招
聘、子女升学、住房保障等众多好处，
会不会引发雷锋活动评比过程中的猫
腻和做假？
政府部门本着善意的初衷，推出

新政，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更需要考
虑，如何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和公平
公正的评价标准，让全社会无论长幼
贫富，都能放下顾虑，乐学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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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记者 曹刚

再过10天，又到一年一度的“学雷
锋纪念日”。

但你是否知道，雷锋因公殉职的
日子———1962年8月15日，他离开我
们已快50周年了。

记者近日走访雷锋的家乡湖南省

长沙市，大街小巷，关于雷锋的印象扑
面而来。雷锋镇、雷锋学校、雷锋大道、
雷锋商场!!雷锋已成为这座城市的
集体记忆。

去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了“雷锋”的
名字，要求“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采取
措施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长沙市近
日推出众多新举措，倡导学雷锋，却也
引发一些质疑。

初衷有善意 标准难界定

"焦点快评#

! ! ! !雷锋常说!"这是我应该做的#$雷

锋的精神实质%是无私奉献%是做好事

不求回报$ 他后来成了家喻户晓的学

习榜样%所有荣誉%都是对他奉献精神

的回报与肯定$

联想到"最美妈妈&吴菊萍%获奖励

!"万元%留给了自己的父母和孩子%这

并不影响她在公众心目中的英雄形象$

当她奋不顾身用双臂去接坠楼女童时%

不会想到这笔奖金$

还有从小崇拜雷锋的知名企业家

陈光标% 任凭世人如何质疑他高调'作

秀%捐款始终源源不断%都是真金白银$

即便有些好人好事夹杂功利色

彩%但只要他能坚持%只要确实帮到了

人%同样无可厚非$ 建议我们每个人%

对做好事的人少问动机% 更多关注学

雷锋时做了什么% 而不是指责为了什

么%或怀疑是否别有用心$

不能把学雷锋者顶到道德制高点

上%要求他们只能"毫不利己%专门利

人&$ 当今社会%常听到"好人无好报&

的无奈故事$ 奖励也好%照顾也罢%都

是一种导向$好人因助人而受奖%无疑

会对社会产生有效感召$

听到 "雷锋& 说 "这是我应该做

的&%我们早就习以为常(但看到更多

)雷锋&获荣誉和奖励时%我们是否也

能习惯说一句!"这是你应该得的$ &

“这是你应该得的”

"焦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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