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白靖利

最近，记者在调研中了
解到，一些部门、行业在文明
单位创建考核中存在过于机
械化的问题。一些地方要求
工作人员在规定报刊上按规
定数量发表文章，于是，一些
文明单位和文明创建单位不
得不找“枪手”、托关系等，千
方百计去相关报刊上发表文
章。一些刊物则“明码标价”：
只要一年交 3 万元，就能保
证发表满足考核要求的文章
篇数。

通过媒体宣传好的创建
做法，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既是做好宣传和推介工作的
有力探索和创新，也有助于
其他地方借鉴经验，形成共
建共创、齐头并进的良好氛
围。但是，正如我们在许多地
方都可见到的那样，机械的
考核指标必然带来机械的操
作。

作为长期性、综合性的
工作，文明创建更深的内涵
应该是人的文明，更应通过
点滴细节体现城市的温度，
让市民共享城市的发展成
果，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倘若在创建中过分强调宣传
自身的成绩，突出在什么刊
物发表多少文章，就容易出现“重形式，轻内容”
的问题，导致实际工作“华而不实”，反而影响所
住地区、部门的创建工作。

事实上，宣传与做事是两个维度的概念。宣
传推介的效果，更取决于媒体资源的多寡、包装
能力的优劣。如果在考核指标上突出发文数量，
可能形成“做得好不如说得好”的导向，让那些
实际工作一塌糊涂但善于社交的人在考核中占
优，反倒让那些踏实做事、不懂包装的人吃亏。
这对本地本部门的工作有百害而无一利。

从前述两个案例来看，这种考核导向可能
还会形成权钱交易，不仅损害媒体公信力，还会
滋生腐败，这显然与加强创建的初衷背道而驰。

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干实事的氛围，不仅需
要理想的指引，还需要制度的约束。考核工作的
“风向标”，应该遵循公平公正、奖优罚劣的原
则，在制度设计上力求全面系统、科学有效，而
非以偏概全、机械操作。既不让投机钻营者有机
可乘，又不让老实人吃亏，考核才能达到总结经
验、诊断问题、促进工作的目的。

殡葬改革破陋俗

别只做表面文章

吴聚云

我的老家在鲁西南一个不大的县。今年上半
年，新的县委班子上任后，一改过去县委领导对逝
者土葬、坟前立碑不管不问的做法，强力推行逝者
一律火葬、坟前石碑一律推倒的政策。

摒弃土葬陋习，逝者火化，不留坟头，不立
石碑，是党和国家多年来极力倡导利国利民的
大事，有利于树立殡葬新风，节约耕地。可惜本
地政府抓殡葬改革时忽左忽右，大抓特抓，有时
又不管不问，致使殡葬改革一直跟不上全国和
本省的形势。

这次破殡葬陋习的劲风刮得非常猛烈，使得
逝者一律火化的宣传家喻户晓，哪个逝者的家属
也不敢跨越雷池半步。火化的费用一律免除，并免
费赠送骨灰盒。对于 60 岁以上的逝者，还额外奖
励逝者家属 600 元现金。在地方财政支出并不算
宽裕的情况下，仍拿出大笔资金助力推广火葬，当
地破除殡葬陋习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前些年，老家所在的县政府对殡葬改革重视
程度不够。县里广阔的田野里，石碑逐年增多，雕
刻石碑的石材厂也应运而生，且生意一路看好。现
在，凡出售石碑的石材厂都被责令关闭。坟前的石
碑虽不敢说一律被推倒，但至少耸立在公路两旁
的石碑基本都趴下了。

最近我回了一趟老家，在家乡住了几天，发
现有两个问题令人费解：其一，逝者火化后，地方
政府就不管不问了，任由丧事大操大办，骨灰盒
重新装棺土葬；其二，推倒石碑后亦不管不问。我
为此专门查看了几处坟地，发现被推倒的石碑横
七竖八躺卧坟前，压倒不少庄稼，又多占一片耕
地。破除殡葬陋习，怎么感觉是做表面文章、留下
半拉子工程呢？

实行火葬，推倒石碑的目的还不就是为了树
殡葬新风，节约耕地吗？火化后依然装棺入土，那
火葬还有什么意义呢？有些群众评价说：这是政府
花钱办傻事。推倒石碑后就扬长而去的做法，还不
如不推石碑节约耕地呢？

按照县里规划，今后除每个行政村建一处公
墓外，全县还要另建 40 处公墓。如果真按这样建
设，一个有 400 多个行政村的小县，建这么多公墓
似乎也是一种浪费！

另外，县里破殡葬陋习，没必要急着火葬推碑，
应该先建骨灰堂，待条件具备了再全面推行火葬。这
样做群众更易接受，更宜于火化后不再装棺土葬。

从这一点说，骨灰盒重新装棺土葬也不能全怪
群众，当地政府也有一定责任。逝者的遗体火化了，
骨灰盒总不能放在家中，与活人同居一室吧？这次
火葬已推行 3个多月，至今尚未听说哪里建成了骨
灰堂或公墓，这不能不说是失策之举。石碑推倒后
横在坟前，后人祭祀时，是一种什么感觉呢？这样的
处理方式，也无形中加剧了群众的不满。

希望当地政府在破除殡葬陋习时，能制定出
易于群众接受的方案。既做到节省耕地，又能对逝
者、祖先表达出应有的尊重。只有这样，破除殡葬
旧俗才能不流于表面，真正见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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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点亮仍有三分之二民众用不上电的大陆
本报记者张玉亮

李育蒙

到现在，我都无法忘记，父
亲走进校门口那个餐馆，又匆匆
走出来的样子。

2009 年，我考上大学，第一
次离家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父
亲坚持要送我去学校。那个时候，
我对旅途满是好奇，21 个小时的
硬座，也丝毫没有倦意。虽然感觉
火车上吃饭很贵，但父亲仍然带
我去了餐车，点了几个菜。

第二天到学校后，可能是初
进城市的拘束，人多的地方我都
有点不太敢去。办完了入学手续，
父亲陪我领完了住宿用品，说到
了饭点，又取了点钱，因为饭卡还
未拿到，我们就去了校外吃饭。

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在前
面，走进了校外一家餐馆，然后
又迅速走出来了，对我说里面装
修太好了，咱们还是换一家吧。

那一顿饭，也是我上大学后吃的
第一顿，我们在学校附近的小吃街点了两碗刀削面。

当天晚上，因为没有买到车票，父亲并没有回家。

那时舍友都还未报到，父亲就和我一起住在宿舍。第
二天一早，我送父亲去火车站，在火车站边的一家早
餐店，我们又是吃面条。作为一个湖南人，父亲其实不
是特别喜欢吃面条。

大学四年，父亲只去过一次我上学的地方，却没
有正经吃上一顿饭。

时间太快，这已是 9 年前的事。那个时候经过高
考复读的我，终于可以上大学了。父亲说，咱们家境不
好，在农村读大学是唯一的出路。

大学四年，父亲进去又走出来的那家饭店，除了
班级聚会以外，我从没去过。很多次同学相邀，只要说
是那家饭店，我都拒绝了。其实，那家饭店虽然装修比
较精致，但因为主要针对的是学生群体，价格并不是
很贵，我想当时父亲一定没有问价格。不过，那个时候
我们也怕吃不起，更怕浪费钱。后来，总想找机会带父
亲再去一次。只可惜在我毕业的时候，因为修路，那家
饭店被拆掉了，那也是父亲在我上学的城市，留下的
难得的回忆。

如今，我早已毕业工作，家境也渐渐好转。不过直
到现在，父亲仍然不习惯于“下馆子”，每次来我所在
的城市，都自己动手做饭。即使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
那些装修比较豪华的地方，他仍然不会去。

不知道是不是受他影响，我也不喜欢去外面吃
饭，更习惯自己在家做。

据《人民日报》报道，一日
三餐通过网上下单送货上门服
务，消费者足不出户就可享受到
美食，极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然
而，为了抢时间，不少外卖送餐员
简直是在“用生命送餐”，无视交
通规则，抢行逆行等违规现象频
发，相关交通事故屡见不鲜。

漫画：曹一

想让外卖小哥“慢下来”，除
了加强非机动车的管理以外，根
本还在于改善外卖小哥的工作待
遇和计酬方式，给他们更多基本
保障。食客们也应该多体谅送餐
人员，不赶时间时尽量不要催单。

麻婆豆腐的无奈
桂涛（新华社驻伦敦记者）

酒过三巡，黄运特的脸微微泛红，讲述他
出道成为旅美华裔作家、加州大学英文系教
授以前的一则故事：

黄运特 20 年前在美国大学深造，与朋友
一起开中餐馆。一名白人女性食客，他称作
“白姐”，常点麻婆豆腐，每次叮嘱：“能不能再
辣点？”中国厨师用当地辣酱、墨西哥辣椒，
“白姐”都嫌不够辣。最后，厨师投入花椒，烧
成正宗四川口味。那顿饭后，“白姐”再没有上
门……

黄运特出新书时，一名美国记者提及写
作，问他是否会刻意“迎合”西方读者口味。他
告知这一故事，庄子式“用故事作答”，一定让
提问者印象深刻，却透出某种无奈。

在西方，生鱼片可以以“原原本本的面
目”出现在日餐馆，麻婆豆腐却需要以本地化
方式“迎合”当地人。在不少英美人眼中，日餐

健康、时尚，中餐一定程度上适合猎奇娱乐，未
必能登大雅之堂。

无奈，不只麻婆豆腐以至中餐，中国文学走
出国门也面临类似状况。

黄运特在中国读完大学后赴美，思维属于
“中国式”，好在知道美国人怎么想，所做“麻婆
豆腐”因而在美国畅销。黄运特写美国华人故
事，有意揭示“看得见的结果背后看不见的路
径”，叙述华人如何一步步成为美国人如今感知
的样子。换句话说，他想解答美国的“麻婆豆腐”
怎么演变而来、今后又如何演绎。

黄运特的第一本英文书写美国传奇华人探
长陈查理，第二本书写一对泰国华裔连体兄弟
在美国发迹。前两本书畅销，第三本早早由美国
出版社预定。只是，记者感觉，他所期待之事，是
正宗“麻婆豆腐”能为美国人接受。

席间，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向西方人讲中国
故事。聊到荷兰人高罗佩为西方人写的《狄公
案》大获成功。那是把中国的故事拆卸、溶解、重

塑，放入西方人话语和逻辑的“模子”，再造一个
故事。这远非翻译，而是重构。高罗佩用中国的
豆腐和肉末，即麻婆豆腐的主料，做成西方人
熟悉的香辣鸡腿汉堡或是苹果派。

生鱼片在美国曾一度被视为“野蛮”的象
征。它真正跃升为美食，是近几十年。这背后有
国家的推动、有理念的契合，也有市场的作用，
只是多数人看到结果，几乎没有人研究它背后
看不见的路径。

想象西方人能像中国人一样，在家烧一盘
麻婆豆腐，还多放些花椒，难。

就给西方人讲中国故事，黄运特推断：取
得突破的力量可能来自年轻一代，因为他们真
正领会东西方各自的逻辑，不需要在两种逻辑
之间刻意转换。

有朝一日，黄运特的学生们在论文中用儒
家思想、庄子思想分析《尤利西斯》，如果能从
身为西方人的教授手中拿到毕业证书，那会是
中国故事不缺听众的时候。

“用生命送餐”

又停电了！
这是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2 年前刚来到津巴

布韦工作时的日常。每个星期都要停几次电，每
次数小时不等。最长的一次，停了整整一天一夜。
每当此时，只能打开发电机，伴着隆隆作响的轰
鸣声，就着柴油味，做饭、写稿。睡觉前把发电机
关掉，周围一片黑暗，星空分外明亮。

绝大多数情况下，停电不是因为线路故障，
而是拉闸限电。由于地理、历史和现实原因，津巴
布韦电力供应长期不足。该国用电需求为 180 万
千瓦，但发电量仅能维持在 120 万千瓦左右，枯
水期时甚至更低。

电力缺口这么大怎么办？津巴布韦不得不从
南非、莫桑比克等邻国大量进口电力，并时常拉
闸限电。电力短缺不仅制约了经济发展，也让国
家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这个局面，直到一个中国企业承建工程的完
工，方才迎来转机。

今年 3月底，津巴布韦边境小镇卡里巴迎来多
位“贵客”。总统姆南加古瓦和两位副总统从首都哈
拉雷坐飞机专程赶来，冒着 30多摄氏度的高温，只
为参加卡里巴南岸水电站扩机项目的竣工仪式。

一个竣工仪式，竟让一个国家的“前三把手”

悉数出席捧场，什么样的项目才能有这样的魅
力？姆南加古瓦的一席话揭晓了答案：“这个项
目对津巴布韦的意义极其重大，为我们增加了
30 万千瓦的电力供应，占到总发电量的 25%。”

25% 的电力对一个国家有多么重要？可以
对比的是，三峡电站的发电量仅占中国全国的
不到 3%。尤其是这个项目对于长期缺电的津
巴布韦来说，意义更是非比寻常。

“我们在中国企业工作，每个月能赚到 500
到 600 美元，这在卡里巴绝对是‘高薪’了，是政府
工作人员工资的两倍。”当地员工杰拉告诉记者。

2014 年，卡里巴项目开工，中国进出口银
行提供了项目金额 90% 的优惠贷款；建设团
队——— 中国水电国际来到这里安营扎寨。中国
企业和管理人员不仅建起了电站，还福泽当地
民众——— 创造了 3000 多个就业岗位，培训了数
百名技术人员。

项目的竣工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对居
住在卡里巴的当地员工来说，项目结束也就意
味着“高薪”的终结。记者在项目上与当地员工聊
天，他们纷纷表示很珍惜这份工作，安全主管比
姆哈说，在项目进行的几年中，员工们挣了钱，
买了车，盖了房，娶了媳妇，有些人还娶了两个。

“我不确定中国企业是否还会把我带到下一
个项目去工作，但我非常感激他们在卡里巴给我
的工作机会。这给了我很重要的工作经验，并让
我和家人摆脱了贫困，点亮了我们的生活。”比姆
哈告诉记者，他们都很怀念一位爱笑的中国员
工——— 这位员工因为患上脑疟永远留在了这里。
“相信他如果能看到项目的完工，会感到很欣慰。”

随着卡里巴项目的竣工，中方人员纷纷收
拾行李、拆卸设备，奔赴下一个目的地——— 今年
6 月底，同样由中国提供融资并由中企承建的
万盖燃煤电站扩机工程开工。4 年后，这个项目

将为津巴布韦增加 60 万千瓦电力供应——— 这
个数字是卡里巴项目的 2 倍，从而彻底解决津
巴布韦的电力短缺问题。

如今，项目的前期工作正热火朝天地进行。
万盖镇上的青年人排着队，来到项目工地上面
试——— 他们中的 3000人将在未来 4 年中成为
项目的员工。每个人对这次面试都十分看重：捧
上“铁饭碗”，就将与过去的贫困彻底告别，并在
工作中收获一技之长。

中国与津巴布韦电力项目合作，是中国为
非洲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帮助其实现能源自给
的一个缩影。从被印上几内亚货币的凯乐塔水
电站、到非洲目前装机最大的燃气电站——— 安
哥拉索约燃气联合循环电站、再到让科特迪瓦
从电力输入国变身输出国的苏布雷水电站……
中国提供的融资和技术，让一座座电站在非洲
多国拔地而起，逐渐点亮这个目前仍有三分之
二民众用不上电的大陆。

近几个月，停电已经不再是生活中的棘手难
题：每个月也就停一两次电，每次不超过 3小时。
前几天，已经许久没有上门的维修工来给发电机做
了一次保养。他笑着对记者说，他相信再过几年，停电
的日子将一去不返，发电机将彻底成为摆设。

中国与津巴布韦电力项目合作，是中国为非洲国家改善基础设施
的一个缩影。中国提供的融资和技术，让一座座电站在非洲多国拔地
而起，逐渐点亮这个目前仍有三分之二民众用不上电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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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致癌物清单中，甲醛
属于一类致癌物，不过直到今天，甲醛超标是否会
引发白血病，医学层面一直存在争议。前段时间，
某互联网公司员工在入住长租公寓之后白血病病
发身故，且其年初的入职体检及检测各项指标正
常，但即便证明了该房源甲醛超标，要在甲醛超
标和白血病之间建立因果关系依旧相当困难。

不能证实因果关系，不意味着房企方面就
完全没有责任。甲醛超标损害健康，这个常识无
需多言，所以《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规定室内甲
醛标准为 0 . 1 ㎎/m3(1 小时均值)。在网上，随
手一搜，就能发现大量针对入住新装修的长租
公寓的投诉，租客大多呈现出过敏性鼻炎和咽
喉肿痛的症状，还有租客出现头晕不适、甚至血
小板减少的症状。

前段时间，经营长租公寓的房企，刚被指责与
房租上涨有关，上一波舆情尚未平息，长租公寓又
因装修甲醛超标陷入又一场风波。
作为业界经营长租公寓代表的自如租房，为了

平抑此前的外界质疑，8 月 31日发布《关于自如房
源空气质量环保的说明和承诺》，下架全国 9座城
市全部首次出租房源，同时表态称，6 月 1日后入

住自如首次出租房源的自如客，如对室内空气质
量有疑问，可以向自如申请免费空气质量检测。

但这次风波是否能倒逼房企彻底改进，实
在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值得一提的是，在去
年年底被爆出租房存在甲醛严重超标的情况
后，自如方面就曾回应称，会在 APP 上标明是
否首次出租，还将不断努力，以高于行业的标
准要求自己。但仅仅时隔半年多，房源甲醛超
标的案例又接连曝光，这不禁让公众对其改进
的诚意打上了一个问号。

在上一轮公众讨论中，长租公寓将产品资
产证券化，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但实际上即便
不做 ABS 金融模式，现在各地的房屋租赁管
理办法对出租房屋装修污染处理缺乏明确的
条文规定，类似长租公寓这种二房东式的盈利
模式，很容易埋下甲醛超标的健康隐患。

对长租公寓来说，房屋空置一天，就得赔
一天的租金，它必须提高周转率，尽最大可能
缩短房屋的空置时间。另一方面，房企作为二
房东所赚的差价，很大部分来源于装修，通过
装修可以提高房租价格。装修所需要的工期本
身不久，但带来的室内空气污染，需要很长的
空置时间来通风释放，这与房企提升房屋周转
率的盈利模式存在很大矛盾。严格把控甲醛检
测标准，就得牺牲不少的利益，反过来说，为了
利益最大化，不少长租公寓滋生了罔顾租客健
康安全、违法牟利的念头。

周转率会做到多高呢？成都本地媒体日前
提到，当地自如一套放租房源，从收房装修到租
出去只用了 16 天，这是房企盈利逻辑最直接的
体现。时间是房企利润的关键，不久前，有网友
爆料称，某房企 CEO 在内部讲话中提到，要更

高效地从房东手中收房，可以告诉他们“甲醛都
给租客吸得干干净净，再给你多好”。虽然该
CEO 事后在朋友圈回应，否认说过这话，但无
可否认的事实是，经营长租公寓的房企在快速
规模化的过程中，已显露出野蛮生长的一面，频
繁曝光的甲醛超标案例，就是力证。

经过舆论发酵，自如大量首次出租的房源已
经停止对外出租，进行空气质量检测。但话说回来，
自己雇人检测的模式，公信力仍存在巨大疑问。

对租客来说，哪怕房源明确标注装修后首
次出租，且自如提供的甲醛检测结果在正常范
围内，但房企是否存在为了提高周转率而造假，
这一点，在房企和房客之间依旧存在巨大的信
息不对称，租客的生命健康安全还是很难保证。

针对长租公寓甲醛超标现象，房屋租赁管
理部门应该来一次全面抽检，对达不到室内空
气质量标准的房源统一下架处理。与此同时，尽
快补上房屋租赁领域缺少室内空气质量强制性
标准的漏洞。另外，针对房屋租客维权难的困
境，也应该建立起一套方便租客的维权机制，更
合理地设置举证责任，由博弈能力更强的长租
公寓来自证清白，强化房企的责任意识。

长租公寓野蛮生长，甲醛超标理应彻查
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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