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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广阔

在信息通达的今天，网络揭穿一
个谎言，只是时间问题。

8月4日，有媒体报道称，在《乡村
爱情》中饰演赵四的演员刘小光疑似
酒驾，近日在无锡被抓，引发关注。
对此，刘小光回应：“是谁整出来这样
的假新闻，来看我的笑话？没有的
事！今天正在沈阳忙着拍电影呢！”

不料，下午3时左右，无锡交警官
微“光速打脸”。微博称，8月 1日晚，
无锡交警在滨湖区进行酒驾检查，查
获涉嫌酒驾人员刘某光（男，49岁，吉
林省人）。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
达到饮酒驾驶标准。目前，刘某光被
暂扣驾驶证6个月、罚款1000元，同时
其驾驶证被记12分。

就全国范围内来看，酒驾、醉驾
现象每天都在发生，而无锡交警查获
的这起酒驾案件，之所以引发全国网
友关注，在于以下两点原因：

一是涉嫌酒驾被处罚的人，是因
饰演赵四而走红的演员刘小光，大小
也算是一个明星，一个公众人物；二
是因为在传言刘小光因酒驾被查之
后，他所属的公司和他本人都坚决予
以否认，表示连无锡都没去过。只可
惜，互联网时代“打脸”来得太快，在
否认后几个小时内，无锡交警就公布
了刘小光因酒驾被查的事实。

一时之间，舆论哗然，不仅因为
演员涉嫌酒驾被查，更是对刘小光的

“死不认账”难以理解。用网友的话
说，“打脸”的事情经常有，但这种“光
速打脸”的事确实比较少见。这下，
恐怕想不让人看笑话都难了。

事实面前，网友纷纷摇头，认为
这样的事情不但让人尴尬，而且也说
明当事人空有演艺才华，但终究“德
不配位”。这还不算，明明因为酒驾
被查获，却公开否认，面对全国网友
撒谎，这说明当事人根本就没有正确
面对自己的错误，没有悔过之心。

我们常说，名人明星、公众人物
更应该遵守国家法律，努力成为普通
人的表率，而不要成为整个社会的反
面典型。一旦触犯了国家法律法规，
更要积极面对、勇敢承认错误。像这
样公然撒谎，然后被“光速打脸”，对
自身形象无疑是严重的打击。

实际上，因为否认丑闻被打脸
的，不止刘小光一个人。前段时间，
女演员牛萌萌被曝吸毒，其本人也是
在网络直播中公然否认，还表示如果
自己吸毒，早被抓到派出所拘留了，
怎么还可能坐在这里直播带货？结
果话音未落，当地警方就把其行政拘
留，原因就是吸毒。这样的大型打脸
现场，和刘小光酒驾事件如出一辙。

名人明星应该爱惜自己的羽毛，
既然错了，就要承认错误、积极改正，
而不是以公然撒谎来自欺欺人。在
信息通达的今天，想靠谎言来掩盖错
误，还是省省吧——要知道，网络戳
穿你，连个招呼都不会打。

“赵四”否认酒驾被“打脸”
以撒谎掩盖错误是欲盖弥彰

□张炳剑

一人照管60个小号、3部手机随时连
着充电宝、上厕所开会都不忘刷分……这
不是淘宝大V在卖货，而是社区工作者在
应付各种形式化考核。《半月谈》报道称，
困扰基层的更深层的形式主义，是一种
令其深陷无力感甚至体会剥夺感的“被
动形式主义”。

以前是文山会海、千表万表，后来
是各种微信工作群签到，如今则是各种
APP刷分，形式在变，形式主义没变，甚
至改头换面之后变得愈发严重。

报道称，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向记者
展示她的 3 部手机：1 部网格员专用手
机、1 部刷 App 专用手机、1 部自用手
机，每部手机一打开都是成百上千的微
信群信息提示。据介绍，如今上级部门

布置工作不打电话，一概发微信，说是
这样转发文件通知更准确。结果导致
社区工作人员几乎到了 24 小时“机不
离手”的地步。

正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
针”，很多工作最后都会落在基层，基层
工作人员不得不面临联系多头的现
实。如果每个部门或者每条业务线都
只从自身的角度考虑，将一些可有可无
的考核压到基层的话，基层工作人员又
该如何承受种种考核之重？

基层工作本身就已经够繁重，还要
花去大部分的时间来应付各类 APP 的
刷分，而这类所谓的“打卡”本身形式大
于实质，对工作其实没有太多帮助。当
本该在街巷为民服务的工作人员，每天
花费至少两小时，有时甚至 4 小时“打
卡”APP时，这显然是本末倒置，流于严

重的形式主义了。
这种形式主义不仅影响了基层工

作人员的日常工作，甚至还影响他们的
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

据报道，有的社区工作人员在与女
友约会时，因为忧心于无法完成当天的
刷分而变得意兴阑珊；有的社区工作人
员甚至晚上睡觉时也会条件反射般从梦
中惊醒：“××群的通知我是不是看漏
了？”

如此折磨人的形式主义，又怎能不
让基层工作人员疲惫？可是，在重重考
核的逼迫下，他们别无选择。

去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开展基
层 减 负 工 作 ，中 央 更 是 专 门 印 发

《关 于 解 决 形 式 主 义突出问题为基
层减负的通知》，明确 2019 年为“基层
减负年”。

各地也相继出台过一些对应的举
措，比如珠海市香洲区就印发了《香洲
区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
工作措施》，要求“原则上一个单位只
建一个工作群、非工作时间不发布工
作信息”。

从后来的情况看，类似的形式主义
暂时有所收敛，但时间一久便死灰复
燃，或以另外的面目出现。上述新闻提
到的一个人照管60个小号、花4个小时
登录APP刷分的情况，便是形式主义的
其中一个面目。

形式主义之所以屡禁不止，在于
过度强调工作留痕，多头考核，以及上
级领导缺乏担当，基层人员缺乏赋
权。如果不改变这一状况，类似的形
式主义自然会死灰复燃。说到底，形
式主义在基层是病症而不是病灶。

手机上的文山会海，怎能不让基层疲惫

□狄宣亚

8月3日，有网友爆出一组微博截图，
并称“秘书的微博，把领导‘出卖’了”，随即
引发热议。

截图中，疑似公职人员在微博吐槽
其工作的内容：“陪领导家孩子参加××
附的考试，难度直逼博士入学考试，还有
时间限制，领导孩子考试要是挂了会不会
怪我不够给力。”“给领导写的讲话稿发在

《×××报》了，虽然知道是看领导的面子，
但还是想弄张报纸收藏起来”……

该微博引发关注后，当事人、目前在农
业农村部某中心工作的邓某出面回应了质
疑。他表示“确实发布过上述微博……这
个微博号@白杨玉是个人小号，发发牢骚、
吹吹牛，这个东西不能当真”。他口口声声
提到的“领导”，也出面做了回应，称自己

“没秘书”“孩子很大了，也没参加过××附
的考试”。

眼下此事涉及的情况或许还需要核
实，但无论如何，当事人拿所谓的“给领
导干私活”来吹牛，传导出的是挺病态的
价值导向。可以看出，他虽说是在“吐
槽”，而实际上是在自我炫耀。

他之所以炫耀这些，更深一层，或许
是出于某种病态的认知：给领导干私活，
很牛。在有些人看来，在工作关系之外，
在正常的工作流程之外，乃至在非正常
的工作时间、空间里，给领导干私活，才
更加能体现出领导与自己的关系好，也
是对自身能力与关系资源的盖章。

而相应的，如果领导也认可这条“捷
径”，就会主动寻求愿意为自己干私活的
下属。如此一来，就容易形成公私界限
不明的上下级关系生态，“私活”“私情”

“私交”也会成为领导与下属关系交叉中
的重要因素。这样的关系生态若延伸到
官场，很可能就指向了不正之风：下属成
了上级的“家丁”，而不只是公仆。

回过头来看，这件事之所以能够引
发关注，也是因为“秘书‘出卖’领导”的字
眼夺人眼球。以“炫耀”的方式“出卖”，本
就很讽刺。虽然当事人称这是他自己吹
牛，有些情况也与实情有出入，但他的这
次“炫耀”呈现出的“以媚上为荣”的心态，
仍值得剖析，也需要引以为鉴。

观诸现实，无论在官场或职场，都要
摒除不正之风，让工作在阳光下进行，循
规完成。尤其是对公职人员，要把一个

“公”字立心头，打消想靠徇“私”走捷径
的念头。拿给领导干私活来“吹牛”，就
是这类病态念头作祟，也注定显得畸形。

“吹牛”给领导干私活
宣扬的是病态价值导向

从20世纪70年代“学好数理
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90年代对
外贸易、国际贸易“如日中天”，再
到21世纪初法律、计算机、金融等
专业成为“爆款”……高考考生的
专业选择，往往像一面镜子，不仅
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脚步，也折
射出人们求学择业等观念取向的
变化。

近年来，众多优秀学生踊跃报
考基础学科，不从专业的“热”“冷”
角度考量，而是更多地考虑个人兴
趣爱好和国家社会发展需求。

新华社发 程硕 作

如何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