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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华早 2021年新年献词：这样的新年献词，是人性归
真的呼唤

　　说到新年献词，人
们大都会想起多为祝福
祝愿之类的贺语，时下，
这样的贺词似乎已多为
定式。
　　然而，今年元旦，
看到华夏早报 2021 年的
新年献词，使我颇有耳
目一新之感，使人振奋
却又令人省思。
　　新年献词开篇就说：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2021 年的第一天，不以
任何人意志为转移地照
常到来。对于人类而言，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
子，对于大自然来说，
却是极其平常的一天。
唯有思索，才会让这一
天变得更有意义。
　　是的，大自然的每
一天都是按自然规律地
运行，而我们的每一天，
唯有客观深入地思考，

才是人所固有的本质属
性，才揭示了人与自然
所有物种的不同，才能
展现人互爱求真的美好
理想与愿望，才能彰显
人独特的智慧与理性。
　　为此，在元旦这个
一年之始的重要日子里，
华夏早报的新年献词讲
了一个著名的童话故事：
在一颗星球上，住着一
个小王子，小王子带着
自由的梦想旅行，他在
旅行的途中遇见了不同
的“人”，然后用自己
的智慧和善良治愈了许
多人。这让我们对这个
故事心心感念的是，尽
管小王子还是一个孩子，
却在尽心拯救这个备受
创伤的“大人”世界。
       正是孩子难得的天
真与崇尚禀赋，如今有
些大人却不知不觉失去，

变得不再单纯，也不再
天真。使众多的大人感
到无奈和迷茫，呈现出
越来越多疑惑与忧虑。
　　看看当今社会，面
对权力，没了尊严，为
了金钱，失去底线；贪
慕利益，无所不为。这
些现象，使原本有的童
真、人之初心、互爱尚真、
共同理想等在一些人那
里没了踪影。
　　它扰乱了社会秩序，
毁坏了人性良知，颠覆
了是非观念。使本来界
限分明的对与错，好与
坏，该赞美什么，反对
什么，已经没了正确答
案，开始变得不究事实，
不守规则，不讲道义，
唯利是图，不惜说违心
话，做违心事。
　　而这些违心的话与
事，严重动摇着人们对

公平、正义、是非、荣
辱的理解与认知。
　　不仅从根本上贻害
高质量发展，对人本来
崇真尚善的天性无疑是
重创。
　　是的，人的思索极
其重要，思索是行动的
引领，事关个人、民族
和国家发展。
　　思索需要为优长而
喜，但更要对不足而省，
与其说思考要多以优长
而鼓劲，不如多反思不
足而催进。
　　新年献词也是如此，
多讲庆贺之语可以有，
但更要多省思之谶。曾
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古人尚且以忧促进，
何况我今人乎？！
　　“三字经”中开篇
就是“人之初，性本善”，
表明人之生本就是尚真

求善。
　　华夏早报 2021 年献
词，一反常态地以人之
思索为要义发声，针对
当前社会一些不容忽视
的现象与问题发声，深
感这是对人性回归朴真
的呼唤，令人振奋，发
人深省。
　　这对我们立足

“十四五”开局起步之年，
贡献新征程同心同向之
力，摒弃不足，为夺取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胜利、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大有裨益。
　　窃以为这，大概就
是献词的真正意蕴的所
在。（作者系中宣部中
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城
乡发展参考》编辑部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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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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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老人错峰出行，破解公交拥挤难局

　　在城市，尤其是大
城市，我们经常看到，
早晚高峰期，上班族
急着上班、学生赶去上
学、老年人赶着买菜晨
练……上班族、学生族
与老人一起挤公交，既
存在安全隐患，又加大
了城市公交压力。因而，
老人高峰出行现象，持
续引发社会关注和公众
讨论：高峰期，老人是
否该错峰出行，给年轻
人让一让？
　　首先，笔者认为，
老人错峰出行，不是该
不该的问题，因为没有
任何法律制度规定，老
人必须给上班族、学生
族让行，避开上下班高

峰期。老人是否错峰出
行，取决于老人对年轻
人的理解与支持态度，
取决于老人的公德认知
水平，取决于老人的社
会价值观念。
　　因为，对于老人来
说，什么时间出行，是
他的个人自由，是他的
独立行为，是他的权利
体现，任何个人无权干
涉干预。
　　而对于年轻人来说，
上下班时间是公司、单
位的统一规定，是执行
和完成职务工作的需要，
非个人选择，不可更改。
唯一可以选择的是交通
工具，是坐公交车还是
开私家车。如果上班族

都选择开私家车，将导
致更大范围更大程度的
交通拥堵，并且不符合
低碳出行、保护城市环
境生态的要求，显然是
不可取的。
　　如何让老人主动避
开高峰出行？笔者认为，
唯有用利益机制引导老
人错峰出行，才最管用
最有效。因为，“人们
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
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怎样用利益引导老人错
峰出行呢？
　　首先，从政策层面
来讲，有关部门可以联
合公交公司，出台一个
老人乘坐公交车的管理
办法，规定高峰时段出

行，老人不再享受免费
乘车的优惠待遇，实行
正常收费。坐公交由免
费变收费，这样将有大
部分老人放弃高峰出行
而选择错峰出行。
　　其次，从老年人权
益保护方式而言，有关
部门可以考虑将老年人
公交出行的福利按一定
标准，纳入老年综合津
贴，打到银行卡或社保
卡上，不再发放免费公
交卡（或爱心卡），不
再享受免费公交待遇。
此举将带来选择公交出
行的老人大幅度减少，
给上班上学的年轻人让
行，从而大大缓解公交
压力。

　　再次，从社会方面
来说，新闻媒体应持续
加大老人错峰出行的宣
传引导，交通志愿者持
之以恒地劝导老人错峰
出行，坚持以情动人、
以理服人，用关爱用行
动感动感化老人，必将
收到显著效果。
　　总之，早晚交通高
峰期，如何引导老人错
峰出行，破解公交拥挤
难局，给年轻人一点空
间，让公交不再那么拥
挤、难挤，是每个城市
管理者应该积极思考和
不断探索的一个重要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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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必要不出行”需要全民共同努力

　　近期，国内多地出
现散发病例，疫情动态
再度牵动人心。临近春
节，疫情之下能不能回
家，春节返乡有什么要
求，成为不少在外务工
人员最关心的话题。连
日来，多地发布通知，
倡导务工人员非必要不
回乡、在务工地点过年；
确有需要返乡者，需严
格遵守当地的核酸、备
案、隔离等防控要求。（1
月 7 日 中国新闻网）
　　“有钱没钱，回家

过年。”许多在异乡工作、
打工、求学的游子们或
打点行囊，或网上订票，
或电话告知，纷纷准备
返乡，与家人一起过年，
与家人开心团聚。
　　但当前，我国本土
疫情呈零星散发和局部
聚集性疫情交织叠加态
势，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如果此时大家都纷纷选
择返乡，不但可能加剧
疫情的传播和扩散风险，
也会给之前疫情防控的
“大好形势”带来变数。

显然，这个时候提出“非
必要不出行”，是一项
非常有效的防控疫情举
措。每个人都要尽可能
地减少出行，争取在这
场大考中赢得满分，毕
竟，只要健康在，只要
亲情在，哪里都是家，“千
山万水”也阻挡不住了
我们对家人的爱。
　　当然，部分民众确
实需要出行，那么，应
当履行必要的报备手续，
出行时也做好防控，选
择错峰出行，不去人群

拥挤的场所，不到中风
险地区去，聚会控制在
10 人以下，尽可能地减
少病毒的感染和传播风
险。
　　除此之外，公共交
通、卫生、新闻媒体等
部门，也要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比如，铁路等
部门要做好车厢、车站
等公共场所的消毒和通
风工作，在进出站口做
好乘客的体温监测工作。
比如，医护人员要第一
时间为需要帮助的民众

提供医疗帮助，切实保
障好民众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再比如，新
闻媒体要加大疫情防控
宣传力度，提高民众出
行防疫认识和简单的防
疫方法。
　　最后，呼吁所有人
克服麻痹思想、松劲心
态，保持警醒、防患未然。
“减少流动”从我做起，
让我们一起完成这场大
考，共同为“疫情防控”
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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