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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以来，民间有关李文亮
等 8 名“吹哨人”被处理以
及武汉早期疫情披露等问
题的质疑舆情不断。但面
对如此重大的事件，庄重
的道歉却迟迟不见踪影。
回顾以往多次重大公共安
全事件，我们也不难发现
鲜有官员主动道歉，哪怕
歉意的表达也少得可怜，
更遑论主动引咎辞职。

官员道歉常常缺席的
原因到底是什么？是碍于
面子羞于表达？ 还 是 患
得患失不敢表露？事实
上，归根到底，还是畸形
的权力观、政绩观、群众
观使然。有部分官员，唯
上是瞻成了常态，谄媚拍
马 形 成 惯 性 ，上 级 不 表
态 ，即 便 是 自 己 应 负 主
责，也不敢轻易发声，以
免 坏 了 所 谓 的 官 场“ 规
矩”；也有部分官员蹑手
蹑脚、患得患失，生怕道
歉之后，自身政绩遭到全
盘否定而影响仕途；更有
一些官员，骨子里高高在
上，对“道歉”讳莫如深，
认为俯下身段向社会、民
众鞠躬道歉认错就自降身
份，威信受到影响。

凡此种种，盖因在有
些 官 员 眼 里 ，只 有“ 领
导”，没有群众；只重“乌
纱”，轻视民生。他们断
然不会认为：正视问题向
公众道歉，是对自身职责
的一种尊重，也是党员干
部严于律己、敢于担责的
表现。所以，如何加强媒
体舆论监督，如何将民众
的监督权、建议权真正落
到实处，应该成为当务之
急 。 只 有 舆 论 监 督 、建
言 献 策 到 位 了 ，唯 权 力
是瞻的风气才会有所改
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
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
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
教训。而民众的监督权与
建议权是国家治理体系与
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有
助于决策科学化与民主
化。只有当制度的顶层设
计真正完善后，在重大公
共 安 全 事 件 面 前 ，那 些

“问心有愧”的官员才不
得不站出来真诚地道歉，
瞒报谎报迟报才不会成为
常态。

实际上，适宜、诚挚的
道歉是政治文明开放与进
步的表现，还会挽狂澜于

既 倒 ，重 塑 政 府 的 公 信
力。当然，道歉的时机很
重要，如果迫于社会舆论
压力，道歉姗姗来迟，则
会 流 于 形 式 ；道 歉 过 后

“失误”依旧，则不利于公
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也
不利于强化官员的服务意
识与政治伦理。道歉不能
是个人私德的展示，而应
该是政治意义上的“常规
动作”。

不过，道歉仅仅是政
府面对舆情危机的第一
步，危机过后，官员问责
机制理应启动。否则，道
歉就有可能沦为一场单
纯化解危机的“公关秀”，
长此以往，容易造成公众
的“审丑疲劳”，同样使政
府公信力大打折扣。道
歉只是解决问题的良好
开 端 ，公 众 更 为 关 心 的
是：道歉过后现实问题到
底有没有解决？有没有
制定相应的机制防止类
似事件再次发生？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
大国，中国人民是坚韧的
人民，经得起任何考验。
但是，不能总是在一个地
方重复跌倒。深刻地反思
错误与教训，不妨先从诚
挚的道歉做起，从现代化
的政治机制“筑”起。如
此，才能真正跳出历史怪
圈，让悲剧不再重演。

抗疫期间，一场由厦门二中学生
参与的线上平板支撑大赛人气爆表，
引得四万人围观直播。这是近日由
厦门二中老师李涛策划的一场“厦门
二中网络运动会暨平板支撑大赛”，
目的是积极配合抗疫，宣传健康的生
活方式，让同学们在家也能很好地锻
炼身体，顺便也看看哪些同学能够

“撑”霸校园。
2月25日《北京青年报》

厦门学生，“宅”家运动。疫情袭
来时，更需抵抗力，“宅运动”助力，人
人都需要！疫情是坏事，从另一角度
来说，已经持续一个多月的疫情，为

“宅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契
机，“宅运动”正以它独特的魅力赢得
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开放的、多样的“宅运动”正展现
出独特的魅力。而多年来，室外运动
却一直“故步自封”，以体育课为例，
从小学到大学，过分强调“跑起来”，
把跑步提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步，
把很多运动打入另类，比如绝对不会
把书法列入运动之列。而一项研究
表明，除去非正常死亡，历史上书法
家基本长寿。人民希望健康长寿，

“宅运动”广开大门，书法可入“宅运
动”，传承文化，有益健康，一举两得，
何乐而不为？

不去室外，还叫运动？不去跑
步，算啥运动？——室外运动强调绝
对性，未必讨人喜欢。与此相反，“宅
运动”强调相对性，宅家行，宅某个封
闭小区也行。宅家一个月，大人受不
了，孩子更加受不了，笔者抱一岁半
孩子打伞雨中小区行，孩子得到了快
乐，笔者得到了锻炼，何尝不是一种

“宅运动”？适度隔离，相对运动，“宅
运动”让人开心。

病毒暂未灭，“宅运动”登场，“跑
起来”不如“动起来”。家里能遮风避
雨，伞下能遮风避雨，开放的“宅运
动”更迷人。疫情是一个深刻而沉痛
的教训，我们还不能随意聚集，可能
还会“宅”上相当一段时间。要战胜
疫情，宅家不添乱，多多“宅运动”，胜
利才会来。期待“宅运动”成为一门

“显学”，不断有人开发出“爆款”运动
产品，不断丰富公众的文化生活，不
断满足广大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
要。 李云勇

三江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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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态度
有温度
有力度

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面前
官员为何不愿道歉？
王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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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

期待“宅运动”
成为一门“显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