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日渐临近，北京等地再
次遭遇重度雾霾天袭击。春节期
间是否燃放烟花爆竹再次成为人
们热议的话题，更成为不少人内
心难以取舍的纠结。

在中国，燃放烟花爆竹是春
节文化习俗，寄托着人们对明天
的美好祝愿，也是不少地方年味
儿的组成部分。而燃放烟花爆竹
带来的人身伤害、环境污染、噪
音扰民，同样引起不少非议。一
些地方的相关公共管理政策不时
陷入不管、禁放、限放的动荡摇

摆，并受到社会上各种声音的裹
挟而无所适从。

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特别
是在一线城市，人口的数量和密
度大大超过从前，疏落的平房小
院变成了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发展带来的污染排放、大城市的
环境压力、汽车尾气等，不时为
空气质量亮起“红灯”，让广大生
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感到焦灼，而
春节燃放成为加重这种焦灼情绪
的又一枚砝码。所以，烟花爆竹
燃放所引起的纠结，其实是文化

习俗流传至今与现代环境压力矛
盾的体现和爆发。

要 走 出 烟 花 爆 竹 燃 放 的 纠
结，需要用移风易俗加以化解。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已
经燃放了几千年的烟花爆竹本身
在变，习俗同样可以变化。在文
化习俗与环境冲突加剧的今天，
这种变化不能只是被动等待，而
是需要主动求变。

在烟花爆竹燃放造成环境污
染的问题上，通过技术创新与改
造升级，努力生产更加环保的烟

花爆竹，减少燃放时的空气污
染，就是一种值得倡导的努力方
向。也有一些企业在开发生产电
子烟花，能够产生类似燃放传统
烟花爆竹的动听声效，对环境却
是零污染、零排放。这种可喜改
变，不仅需要企业主动作为，也
需要社会公众顺应变化，主动选
择去推动变化。

在公共管理方面，当传统烟
花爆竹依然大行其道，主动听取
公众意见，做好利益平衡，让管
理政策更加科学。比如禁放政策

要争取更多人谅解，限放政策要
“限”得更加具体合理，遇到重度
雾霾天气时能够启动应急预案，
扩大限放区域和范围，并以强有
力的监督检查配合政策落到实
处，推动形成致力于空气质量保
护的共同行动。

事在人为。让我们充分发挥
聪明才智，留住这分节日里不变
的美好，主动改变需要改变和可
以改变的，我们就能在追寻美好
明天的路途中走得更加豪迈、更
加从容。

以习俗之变打开燃放的“纠结”
□李 勇

据官方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全
国旅客发送量将达28.07亿人次，日
均达7000万人次。据了解，为了保
障春运工作顺利有序，各地交通运
输部门已经进入备战状态，多地火
车站加开了临客，并开通售票取票
的快速通道。

（据中新社）
回顾近年来的春运，悲情似乎

一直占据着主色调。每年到这个时
候，在公众舆论场上都是一片沉闷
的色彩。这可以理解：人们早就开始
筹划回家之旅了，可最终被一票难求
伤透了脑筋；费了很多心思，甚至花
钱找“黄牛”买到了票，可最终发
现一路拥堵，到处人山人海……这
样的春运，委实沉重了一点。

春运的主色调本不该如此。如
同我们不理解西方人一年到头“游
手好闲”一样，西方人也不理解中
国的春运和中国人对家的感情。与
西方文化以个人为起点不同，东方
文化以家为起点和落脚点。在外面
辛苦了一年，有钱没钱总要回家过
年。家中有妻子、孩子，家中有白
发亲娘，家中有门前老树……总
之，家中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砖一
瓦都是爱。这就是一种生活，这就
是一种文化。沿着这样的情感出
发，回家的色调怎能如此沉重呢？

也许我们等到有那么一天，工
作在哪里家就在哪里，不需要来回

奔波，自然也就没有奔波的痛苦；
也许等到有那么一天，不再出现一
票难求，不需要苦苦买票，也就没
有买票的痛苦……这会是一个遥远
的梦吗？在中国梦的背景下，有梦
的人应该坚信，这一天应该来到，
必然会来到。只是，我们在追梦的
过程中，不是被动等待，依然可以
大有作为，有许多事情可做。

或许一票难求是事实，且一时难
以改变，但即使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也可以在局部上改善。公众对相关
部门提出了更高要求。相关部门需
要通过努力，真正带着感情和责任干
好春运工作，把问题考虑得再细致一
点，把准备工作做得再扎实一点，把
春运当作检验工作作风的标尺，春运
的天空自然会变得明亮。

对于回家的人来说，还应该努
力改变心态。其实，在一票难求的
苦情和悲情氛围中，大多数人都顺
利踏上了回家的路。不管回家的路
有多么艰辛，回家的心情应该是快
乐的。同样的路途，不同心态的人
会有不同的收获，这绝不是“精神
胜利法”。

春 运 模 式 不 该 是 悲 情 模 式 ，
春运的色调应该是明亮而轻快的，
让我们都怀着阳光心态对待春运
吧……春运，这个时代的符号，需
要所有人品味与思考。换一种心
态，春运的色调应该是明亮的。

春运的色调应该是明亮的
□毛建国

2 月 14 日，山西省某相亲
大会游戏互动环节，一名男嘉
宾现场撒万元人民币铺设“鹊
桥”，成功牵手女嘉宾。对此，
你怎么看？

【观点1＋1】
@楷模开幕：相亲相爱建

立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之上，撒
万元人民币只能说是一时创
意，至于牵手是否可靠，还要
经历一段感情的交融，才能定
位于婚姻。

@建华江苏：现场撒钱不
一定有钱，也有可能是策划。
相亲本是给适龄男女创造一个
相互了解的机会，如果一切朝
钱看的话，婚姻未必牢靠。钱
能造就婚姻，亦能毁灭婚姻。

@芳心云天：万元铺路设
“鹊桥”，相亲大会露头角。难
怪有钱会任性，物质享受头一
条。女宾乐把手牵了，莫因金
钱受阻扰。日后婚姻路遥遥，
真情长久才是好。

@西溪斜阳：金钱铺设的
不是“鹊桥”，而是“断桥”。
爱情与婚姻是纯洁感情的结
晶，容不得感情之外的东西玷
污。当爱情与婚姻以金钱为条
件时，必将把爱情与婚姻引向
坟墓。“金钱男”与“拜金女”
的牵手，不值得效仿与提倡！

@黎明之平：相亲本是为
幸福而来，女嘉宾肯为钱而
来，说明还没有遇到令她愿意
放弃物质的幸福。其实，我们
生活当中物质和金钱只是基
础，我们需要的本质是幸福，
只要有了幸福，金钱和物质倒
是其次。

@怕羞的影子：游戏就是
游戏，婚姻就是婚姻，二者之
间不可胡乱画上等号。众目睽

睽之下，男嘉宾敢撒万元人民
币铺设“鹊桥”，女嘉宾敢走上
万元人民币铺设的“鹊桥”，说
明二人自有其不俗的见解和胆
识。心灵的触碰往往就在一瞬
间，由此促成一段姻缘，未尝
不可。

@秋泉12：用啥样的方式
相亲，是由个人的意愿决定
的。对于情感方面的事，我们
不能因为某些人沾上了钱财就
非得把他 （她） 与亵渎画等
号。如果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印证的只能是心灵上没有阳光
的阴暗！

@青天 123ab：金 钱 铺
“桥”牵手成功，说明现在的女孩
很现实。现在结婚彩礼没有10
万元根本下不来，生活水平提高
了，还是希望重现裸婚时代。

【下期话题】

父母爱玩手机
儿子孤独出走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

在你身边，你却在玩手机”。曾
有人套用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
调侃时下的年轻人，而这却是
10岁孩子欣欣 （化名） 的切身
感受。2 月 12 日，家住长春市
的闫丽 （化名） 给 《吉林日
报》记者打电话，希望能帮她
找一位心理医生，因为她10岁
的儿子欣欣有“网瘾”，要离家
出走。可欣欣说：“爸妈才有

‘网瘾’，是手机‘网瘾’。”对
此，你怎么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
注《焦作日报》官方微博：@
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
者 郭 剑

【今日话题】

山西男子铺“人民币鹊桥”求爱

在渐渐回暖的春节，我们期待有更多的
人，对亲人诉说心底的牵挂和祝福。或者，
在漫步时挽起父母的胳膊，捶捶他们不再坚
挺的脊背。要相信，他们能感受到你的温度。

快过年了，人们多想立刻回到家人身
边。在渐渐回暖的氛围中，我们期待有更多
的人，回家，对家人表达心底的爱和祝福。

对于因求学、事业而身处异乡的游子，
他们最想念的是妈妈擀的面，爸爸做的菜；
最亏欠的是快一年没回家了；最纠结的是既

想回家，又怕父母唠叨；最盼望的是二老身
体健健康康。古语有云：“父母在，不远游，
游必有方。”随着时代演进，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到大城市追寻梦想，实现人生价值。这意
味着个体价值得以凸显，但也意味着有更多
的离别在上演。尽管人们在分别时满怀思
念，但在回家后却不知如何开口，似乎还未
作好表达的准备。

在渐渐回暖的春节，我们期待有更多的
人，对亲人诉说心底的牵挂和祝福。或者，
在漫步时挽起父母的胳膊，捶捶他们不再坚
挺的脊背。要相信，他们能感受到你的温度。

回家：爱在心，口要开
□陈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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