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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与不屑

行动比表态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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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来的问罪

对待历史建筑为何!一蠢再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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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传忠

! ! ! ! !一蠢"再蠢# $一位建筑专家

面对济南老火车站重建"发出了这

样的感叹# !""#年"济南铁路局为

了扩大站场"不顾专家和学者的反

对" 将德国人于 !"$%年修建的济

南火车站拆除# &'年过去了"济南

市旧城开发投资集团又宣布"将投

资 !( 亿元修建济南火车站北广

场"其中包括复建老火车站以及行

包房"此举真的能!亡羊补牢$吗%

济南老火车站"指原来的津浦

铁路济南站"它曾是亚洲最大的火

车站"被誉为!远东第一站$# 就是

这样一座地标性的历史建筑"却于

)""&年被拆掉# 围绕老火车站的

去留"当时曾有激烈争论"但最终

还是没有保留下来#对于此次复建

计划"一些当年曾极力反对拆除济

南老火车站的专家"这一次又站在

了反对复建的这边#对此济南市政

府回复称"对于济南老火车站复建

的方案一定会认真考虑#

济南老火车站的拆除与提出

重建"为何会!一蠢再蠢$% 其实都

是因为决策者对待城市风貌保护&

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缺乏敬畏&缺乏

常识#

建筑的灵魂最核心的因素是

历史的载体"济南老火车站本身就

是一段可触摸的!立体历史$#历史

建筑是不可能再生的" 若是拆了"

即使重建"能恢复的无非是个!外

壳$# 有专家曾说"!古代建筑者用

最简单的工艺做出来一个复杂的

建筑"而现代人是用复杂的工艺做

出来一个简单的建筑"'魂(是不一

样的# $一座城市的魅力源于历史

并超越历史"而建筑所承载的历史

便是城市魅力的重要体现#建筑是

一座城市价值观的集中反映"今天

建成的建筑只能留给未来"却不能

重建过去"文化沉淀越厚重"创新

能力才会越强"这种沉淀又决定了

建筑的灵魂深度#

&$世纪 "$年代"国内的许多

城市进入了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

展时期"在风起云涌的!旧城改造$

浪潮中"一些优秀历史建筑消失在

轰隆的推土机声中#在国际化口号

下"许多地方盲目地舍弃了自身特

色"城市建筑趋同"呈现了!千城一

面$的城市景观#这些年"一些机构

打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功利

算盘" 通过对于历史建筑的复建"

将其打造成地方的文化名片"最终

成为一棵!摇钱树$#!重修缮&少拆

建$ 已经成为对待历史建筑的共

识"除了对损毁严重的部分进行必

要的工艺处理防止建筑被进一步

破坏外"应尽力保护与维持历史建

筑的原貌和文化内涵"不让其被钢

筋水泥冲散#对待承载城市历史记

忆的重要历史建筑"一定要慎之又

慎"能不拆的尽可能不拆# 拆了再

复建"那真的是!一蠢再蠢$#

! ! !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中宣

部等五部门联合发文狠刹奢华晚会

之风"辽宁&广西&吉林&湖南等地以

雷厉风行的行动贯彻落实" 节俭办

活动&杜绝奢华风"充分体现了动真

碰硬的整风要求"反映了立查立纠&

立行立改的务实作风#

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

和节庆演出"是宣传文化领域反!四

风$的突破口# 奢华晚会&豪华庆典"

不仅脱离国情&劳民伤财"也有悖民

心&广受诟病# 抓住这个突出问题果

断亮剑"严令禁止奢华挥霍"大力倡

导勤俭节约"可谓找对了病症"开对

了药方# 但要做到出汗治病&扶正祛

邪"必须靠行动落实"不能中央发了

文"地方没下文#对症服药"以实际行

动一级带一级&一级促一级"层层动

起来" 才能让教育实践活动落到实

处&收到实效#

行动比表态更重要# 群众最讲

实际"最反感!干打雷不下雨$的装

腔作势" 最厌烦 !只有唱功没有做

功$的空头承诺#如何让教育实践活

动取信于民% 关键就在于用行动层

层传递责任&层层传递压力&层层取

得实效# 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认真

贯彻中央精神"像辽宁&广西&吉林&

湖南这样"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

得的责任感& 坐不住的危机感立即

行动起来"解决问题&改变作风&取

信于民#（人民日报评论员 全文刊
今日人民日报，本报有删节）

! ! ! !日前"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

审计署&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

合发出通知"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

倡节俭办晚会#五部门明确"不得使

用财政资金举办营业性文艺晚会"

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请演艺人

员" 更不得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

捧!明星$#

这几条禁令" 对那些习惯了在

各地走穴& 轻松捞金的演艺明星来

说"可能是一大噩耗#但对老百姓而

言"却是让人拍手称快的好消息#

说起来" 中国自古就有富裕人

家办堂会的历史# 晚会奢侈不奢侈"

不是需要原罪的事情#倒是地方财政

对明星大腕的偏好"让公款追星成为

继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之

后的又一顽疾#公款追星的危害无须

赘言"既消弭财政预算&挤占民生开

支"同时又戕害权力公信&引发民意

反弹# 用民众的话说" 这是典型的

!政府请客&财政埋单&明星发财$#

如果说"为了尊重习俗"大年三

十办办晚会也就算了#问题是"大大

小小的节"都能成为!普天同庆$的

理由)))元旦晚会&元宵晚会&中秋

晚会**名目繁多到使人渐生厌

恶# 近两年"几大地方卫视重金!血

拼$各种晚会的一幕幕"仍让人记忆

犹新#在这样恶性的竞争之下"明星

的出场价也水涨船高"动辄上百万#

不就唱两首歌嘛" 怎么就值这么多

呢"还真是!金嗓子$不成%

公款追星屡禁不绝" 原因有很

多"比如花钱的权力不受约束&比如

预算与审计还没下够功夫等#但有一

点不得不提的是" 曾经大行其道&倍

受追捧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论#

在这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之下"

再多的钱也花得理直气壮# 但这些

年"!搭台唱戏论$已经完全跑偏+一

是形式上"沦为不折不扣的!文化搭

台&明星唱戏$# 大到旅游&招商"小

到柿子成熟&桃花盛开"都要找大腕

来!唱戏$#二是在内容上"戏唱得再

好"资本未必买账"结果往往沦为天

价的!自娱自乐$#

地方要发展" 恐怕还是应该回

归市场本身#明星大腕不是万金油"

奢侈晚会也不是救命稻草" 相反还

会有!副作用$"引来公众越来越多

的质疑#看戏的人都很反感了"还搭

什么台&唱什么戏%

! ! ! !上海社科院一位专家做社会

调研时发觉" 现在的基层组织与

干部!负担$很重"如一个村级的

组织就要做 !*(本各类台账"并

由此引发关注#

这些日子"走基层"听座谈"很

多干部反映+ 现在台账的功效"往

往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如果只

记录成绩与亮点"只展示开过多少

会"搞了多少活动"这类台账没有

意义"反倒有形式主义之嫌#

但如果台账内容中包含发现

问题&提出问题"关于自身建设发

展方面的困惑& 开展工作中的难

点" 哪怕是想得到上级扶持的各

类需求"甚至也可以是谈建议&提

批评#这类!问题台账$"围绕实际

工作说诉求&摆问题&道困惑"我

看不但可以有" 更值得上级领导

花时间好好查看&仔细研讨#

联想到本次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 领导干部带头下去

听取意见&查摆问题# 一时间"座

谈会&调研会&填表格&网络收集

意见"渠道多样"目的只有一个+

让领导更多听到下面的声音"聚

焦问题"找准问题#

但这样的倾听" 不能只是一

阵风"活动完了就随风散"更应形

成一种机制"变成一种制度"寻找

到一种可持续的沟通模式# !问题

台账$"就可以成为其中的一种#

目前教育实践活动在听取意

见环节"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面对

面谈问题" 听到的往往是肯定&表

扬"甚至摆功# 谈成绩的多"讲好话

的多"说具体业务的多,聚焦!四风$

的不多"大胆批评的不多"触及深

层问题&触碰灵魂深处的"则更少#

说到!四风$"有人含糊其辞"有人故

意淡化" 还有的自称所在单位&部

门不是!朝南坐$的"手中没什么!资

源$"所以不存在什么!四风$**

其实"没问题"恰恰就是有问题#

由此想到"不如让更多来自一

线的人一起帮助查找问题# 有了

!问题台账$" 就能帮助反映问题&

聚焦问题" 也可逐渐形成一种上

下沟通的长效机制" 构建一套处

理工作难点的长久制度#

只有真想聚焦问题"才会想方设

法发动更多人去找问题&提问题"让

更多问题摆上桌面"得以解决# 如

此看来"!问题台账$对于查摆问题&

找准问题"还是可以有一定帮助的#

! ! ! !一位老同学从北方来到上海"

说!你们上海$地铁和公交上给他

让座的不多"而在北方"甚至一直

到南京"许多人都为他这位白头老

翁让座#

对于这一点" 我这个年过 *+&

!老年卡$ 已拿了好几年的老人当

然也有感受#应该说"这几年"让座

的在增加"尤其是在车厢不太拥挤

的情况下#但在我的印象里"似乎

其中外地人相对较多" 中年人较

多" 而比较时髦的上海年轻绅士

和淑女" 即很少移动他们尊贵的

臀部#

不让座的大体上有两类+不愿

的与不屑的#前者贪恋得之不易的

座位"不肯轻易与人"无非表现出

一点自私" 缺少克己利人的修养,

而后者则不同了"他-她.还摆出一

副不屑一顾的架势" 稳如泰山之

余"似乎还在宣称+你们这些人真

会给人添麻烦" 不在家里好好呆

着"出来凑什么热闹% 真是!拎不

清$/在这点上"跟某些公交车上的

个别驾驶员有些同工异曲#

不错" 在车厢这个 !小社会$

里"!老弱病残孕$这些对象属!弱

势群体$"需要相对处于!强势$的

人们"包括那些绅士淑女们照顾一

二"让座就是其中一项#然而"对于

这条社会公认的道理" 有些人"包

括那些绅士淑女"却未必认同# 在

他们看来"你们的!弱$"又不是我

造成的"与我何干% 还非要我作出

牺牲% 就算我不得不让让你"也是

看你可怜"惹我动了同情心"并不

是非得如此不可#

不由得想起一件事#有一次在

公交车上"我批评一个逃票的年轻

人" 不想他冲着我理直气壮地喊

道+!你靠一边去/活了这么一把年

纪"还跟我一样挤公共汽车"不怕

难为情啊% 我混到你这份上"至少

也得打个'的(/ $跟这样的人说什

么呢% 在他看来"挤公交的一般工

薪阶层都是生活竞争中的失败者"

连批评他这种无赖的权利都丧失

了"还谈什么!尊敬$&!关爱$%不让

座的绅士淑女当然跟他不尽相同"

但在轻视!弱$者&看不起下层人物

这一点上"却是共通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在人

类社会"通行的规则也应该是!弱

肉强食$"这当然是绝对错误的"甚

至是可怕的#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

大夫$" 现在公开提倡这样做的人

恐怕是没有了# 但内心深处看不

起比自己等级低的" 还是大有人

在#包括一些!公仆$们"真要心悦

诚服地当广大百姓的!仆$"谈何

容易%今天"切不能以!贫穷$&!低

贱$&!弱势$ 为由轻视其他人"如

果是这样的话"社会是难以公平和

公正的#

上海是善于追赶新潮流的"但

这潮流必须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

流"否则"适存逆亡"社会和个人都

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对此"不知绅

士淑女们能接受吗%上海的未来毕

竟是同你们分不开的#

! ! ! !在当地呼风唤雨多年的王林!大师"!拥有着当地城区中心一大片

宅基地#谁批的$ 非法行医为何长年不查处$ 偏偏要等到!大师"已逃

遁出走后!才想到了!问罪"% 杜建国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