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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说 心 语

自 序

从过去写新闻报道，到后来在机关写工作报告，再到后

来自己写杂文随笔，几十年来我与文字结缘后就难分难舍。

而近年来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又在我的眼前打开了一个全新

的视野。这几年上网浏览新闻时，总是对上面的时评文章情

有独钟。后来忍不住手痒，也依样写了几篇时评文章试着发

给有关网站，没想到很快就发表了。此后，可以说是一发而

不可收，我对时评写作一往情深。网络时评的写作不是一件

轻松的差使，但我总是乐此不疲。

时评作为当今新闻评论中的一匹黑马，以其贴近群众、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且观点鲜明、思想深刻、活泼快捷等

特点，颇受广大读者青睐。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时评写作

的自由度更高，谈论的话题更为广泛，表达的形式更为多

样，文章的篇幅基本上不受字数的约束。此外，网络的声音

很容易聚集，也很容易放大，其反响也是可聚集的和可互动

的。网络是一个大舞台，吸引了许多时评人凭一枝生花妙笔

在其中纵横驰骋。当今社会生活丰富多彩，时评的题材纷繁

多样，针砭时弊、鞭笞腐败，推进舆论监督，成为时评人义

不容辞的责任。而在推进社会文明和谐进程中，讴歌理想信

—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ＳＨＩ　ＳＨＵＯ　ＸＩＮ　ＹＵ

念，称颂美好生活，引导舆论，弘扬正气，匡扶正义，也是

时评人所应担当的重任。时评人为国家富强、政治民主、社

会进步、人民幸福进言献策，喊出真诚的声音、发出中肯的

议论，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在一般人的眼中，写时评的人似乎只会挑刺、只会揭

丑、只会吹毛求疵，令人敬而远之，甚至是望而生厌。其

实，这是一种社会偏见。在我的眼里，时评人更像是一只勇

敢的牛虻。牛虻具有极强的蜇刺能力，连牛和马这样皮毛厚

实的动物也难以抵御它的侵扰。当年苏格拉底被民主派逮捕

后，他在法庭上为自己申辩说： “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

骏马，可是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

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我就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牛虻，

随时随地紧跟着你们，鼓励你们，说服你们，责备你们。”

由此，牛虻就被赋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针砭社会弊端

的美好声誉。１８９７年，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著名小说 《牛

虻》出版。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小说 《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一书中，对牛虻这个主人公给予了高度评价。到

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牛虻这个人物更是影响了中国大陆的

许多青年。小说 《牛虻》的主人公亚瑟在精神重获新生之后

化名牛虻，他勇敢坚定、忠于革命，最终慷慨赴死。

小说 《牛虻》中的主人公牛虻被捕入狱后，给女友琼玛

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写有他们俩人儿时熟稔的一首小诗：不

管我活着，还是我死掉，我都是一只，快乐的飞虻！作者伏

尼契借用牛虻这个称呼，凸现亚瑟的反叛与不屈。而牛虻这

个化名，更使亚瑟这个人物增添了犀利、睿智、坚韧的优秀

品质。１００多年过去了，牛虻这个人物依然光彩照人，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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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祖国的深情、对人民的热爱、对理想的

追求、对爱情的忠贞、对朋友的坦诚，都是值得后人仰视的

楷模。像牛虻那样忠于理想信念、无所畏惧勇敢战斗，坚持

真理、针砭时弊、弘扬正气，这应当成为当今时评人追求的

人生境界。

我所写的时评作品得以刊发，既使我感到欣喜和荣耀，

也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时时鞭策着自己，逼着自己勤奋

阅读、笔耕不止。网上阅读和写作带给我视力下降、颈椎

炎、肩周炎、腰肌劳损等毛病，且许多网络传媒发稿基本上

没有稿费，但我对时评写作仍痴情不改、一网情深。我从来

不把写文章当作经天纬地的大事来看待，只是就现实生活中

的各种事件、现象和问题，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表明一下

自己的看法。这样做，虽说很有可能因为人微言轻而难有实

效，但我以为写时评既是一位公民应有的权利，也是自己关

注社会的一份责任，拔高一点说也算是 “位卑未敢忘忧国”

吧。

本书定名为 《事说心语》，汇集的是本人２００９年以来所

写的部分文章，大多是就时事和世事所说的心里话。本书分
“网事论语”和 “思路花语”两个专辑。 “网事论语”专辑

中，收集的主要是就网络发布的有关新闻事件发表的时事评

论；“思路花语”专辑中，主要收集的是杂文随笔、读书笔

记之类的文章。黄婆卖瓜，自卖自夸。我在这里为本书写上

一篇自序，姑且算是为自己生产的产品广而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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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名字，伟大的精神

一个普通的名字，一种伟大的精神，一个一心为民唯独

忘了自己的县委书记，尽管离开人世已经４５年，却被世人传

颂了４５年。焦裕禄，原河南兰考县委书记，为改变兰考贫困

面貌、改善兰考人民生活殚精竭虑、鞠躬尽瘁，４２岁就英年

早逝。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焦裕禄的名字一直被人惦

记，焦裕禄精神也一直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党员干部。

今年５月１４日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逝世４５
周年纪念日，人民依然没有忘记他。４月初，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河南省考察

期间，专程赴兰考县瞻仰焦裕禄烈士纪念碑，向焦裕禄的陵

墓敬献花篮，参观了焦裕禄事迹展室，并看望焦裕禄同志的

亲属。习近平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和弘扬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

裕禄精神，从焦裕禄精神中不断汲取力量。５月１４日，河南

省在兰考县隆重召开纪念焦裕禄同志逝世４５周年大会，１２００
多名与会干部群众共同追忆焦裕禄同志的模范事迹，深切缅

怀焦裕禄同志的高尚品德。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徐光春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焦裕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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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焦裕禄精神始终是我们传承优良传统和弘扬时代精神的

一面鲜艳旗帜。同一天，河南省１５８名县 （市、区）委书记，

向全省党员干部发出了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做焦裕禄式

好干部》的倡议书，倡议全省党员干部学习焦裕禄品质，弘

扬焦裕禄精神，争做焦裕禄式干部，争创焦裕禄式业绩。

４５年弹指而过，在这４５年里，尽管我们的社会、我们

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焦裕禄精神始终是我们铭

记心中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始终激励着华夏儿女像焦裕禄

那样为民吃苦、为民服务、为民造福。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

领导干部以焦裕禄为榜样，牢记党的宗旨，永葆先进本色，

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恪尽职守为党旗添光彩，无私奉献为

人民谋幸福。像孔繁森、郑培民、牛玉孺、任长霞、王瑛、

张云泉、宋鱼水、梁雨润、丁晓兵等，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佼

佼者。

然而，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如今每年都有县委书记

因这样那样的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有的还被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特别是近几年来，县委书记这个群体差不多成了腐

败 “重灾区”。２００５年６月份一期的 《瞭望新闻周刊》就曾

报道过，安徽省有１８个县 （区）委书记因为贪污被撤职查

处，占全省县 （区）委书记总数的六分之一，而这也不是安

徽特有的现象。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确实有一些人党性挂

在嘴上、规矩贴在墙上、榜样忘在脑后，在市场经济大潮冲

击下，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严重扭曲，最后走向人生歧

路。原河北省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真，在省政府秘书任

上看电影 《焦裕禄》时，也曾经被焦裕禄感动得泪流满面，

也想将来有机会就到贫困县做个县委书记，像焦裕禄一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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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老百姓致富。可李真后来的所作所为，却完全背离了他的

初衷，他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收受

贵重物品等，最终因贪欲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如今在河南兰考焦裕禄纪念园内，满目苍松滴翠、鲜花

吐芳，这象征着焦裕禄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人民怀念

焦裕禄，时代需要焦裕禄精神，人民公仆更应学习焦裕禄。

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新形势下，各级党员干部应时时用焦裕

禄精神激励自己，像他那样以党的事业为个人生命的寄托，

把为党工作视作人生最大的乐趣，乐于吃苦、甘于吃亏，永

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６日 文明公民网）

“裸捐”的“保伯”是标杆

年近８０岁的厅级离休干部陈光保被家乡人敬称为 “保

伯”，他离而不休，热心捐资助学助教。“保伯”于今年８月

捐出１０５．２万元，用于奖励家乡４００多位优秀学子。他还说，

明年、后年，还要再捐１００万元。“保伯”又说，他不准备给

５个子女留一分钱。有关媒体称陈光保的捐赠，是真正意义

上的 “裸捐”（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９日 杭州网－都市快报）。

曾任广东省湛江市政协主席的陈光保于１９９４年离休后，

没有待在大城市安度晚年，而是带着妻子和一帮农民到雷州

半岛开荒建农场，并将农场赢利后的收益用于助学和做好

事。在有的人眼里，这位 “保伯”有福不享，千辛万苦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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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最后却把所赚的钱全部捐赠出去，真是个实足的 “傻

瓜”。要说 “保伯”的傻事还真不少：为凑足一笔１００万元的

奖学金，陈光保竟把市区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卖掉；他把儿孙

们孝敬他的钱装在衣服口袋里，一遇到有困难的农民就２００
元、３００元地发给他们；他还说，将来要把自己的骨灰与已

故妻子的骨灰一同撒入雷州的母亲河，不占用国家的一寸土

地……

如果说 “裸捐”的 “保伯”傻，那么这一份傻，就傻得

令人敬佩，傻得令人感动，傻得令人称道。对于自己的 “裸

捐”行为，陈光保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的都是很朴素却是很感人的语言： “海康 （现雷州市）从唐

代到清代，出了６个清官，清代的丁宗洛在山东当知县，把

祖上的１００多亩田地都变卖了，救济农民。我是共产党员，

为什么要留钱？”“当年打游击，死了那么多的战友。人家２０
岁就牺牲了，我现在活到８０岁，５个孩子凭自己的本事考上

大学，都有了好的归宿。我再捞财产，就太对不起烈士了。”

对于自己的捐赠行为是否有回报的问题，陈光保说，我不要

他们回报。我跟他们说，当官要当好官、清官，要全心全意

为国家做贡献，不要当坏官、贪官，坏官万年臭。不当官

的，要做好人，为老百姓做好事。看到以上这些，还有人认

为 “保伯”傻吗？陈光保正是以自己看似很傻的行为，诠释

了一名共产党员、一名离休干部的金钱观和无私奉献精神。

完全可以这么说，陈光保是当代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的一面

旗帜、一根标杆。

陈光保对金钱的淡泊态度和对教育事业的倾情相助，体

现了一位离休老共产党员的革命本色和公仆情怀。 “保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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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言一行在告诉人们，人生在世，理应有比追求金钱更为

高尚的人生追求。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党的干

部，就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无数的类似陈光保这

样的先进典型都在证明，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不等于是金钱

和财富，而是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以及经济发展、社会和

谐所作的奉献。 “保伯”活得坦荡、充实，他虽然 “裸捐”，

却依然富有。“保伯”是标杆，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永葆本色、

践行宗旨、服务人民、奉献社会。 “保伯”也是一面镜子，

照出了当今那些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以及贪污受贿、以权谋

私者的丑恶。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日 人民网）

汶川地震捐赠款物何以经得起审计

国家审计署于元月６日发布了汶川大地震社会捐赠款物

的审计结果，截至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全国共筹集社会捐赠

款物７９７．０３亿元 （含 “特殊党费”），共支出捐赠款物５２７．６９
亿元，尚结存捐赠款物２６９．３４亿元。本次审计没有发现重大

违纪违规问题 （１月７日 人民网）。

数百亿元的捐赠款物顺利通过审计关，这一消息确实令

人欣喜。但在欣喜之余，不禁生出一个问号：汶川大地震社

会捐赠款物为何能够经得起审计？在阅读众多媒体的相关报

道后，基本上可以找到答案。

首先是建立健全了接受、发放捐赠款物的制度。四川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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