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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年编·2010》

内容概要

《人民日报评论年编(2010)(套装共2册)》包括了：《人民时评》和《人民论坛》。《人民日报评论年
编(2010)(套装共2册)》汇集了“人民论坛”和“人民时评”两个专栏2010年刊发的全部文章，其中“
人民论坛”192篇，“人民时评”190篇。评论是人民日报的传统和优势，是人民日报的核心竞争力之
一。
“人民论坛”和“人民时评”是人民日报两个重要评论专栏。2010年，按照“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
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总要求，专栏文章针对各
种社会现象和热点事件，不避尖锐、及时发言，在党心和民意的共鸣中保持锐气，通过自己独特的定
位所具有的权威性影响各级领导和决策者，促进政府和民众的意见沟通、增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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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年编·2010》

书籍目录

是什么让“神医”前仆后继？    谢勇／1遏制发票违法还需多管齐下    马红漫／3领导干部该如何面对
“二姨夫猜想”    杨  健／5以坦诚的态度给出科学依据    邓海建／7公车改革还是要积极稳妥推进    毕
诗成／9民意征求亟须规范化具体化    陈杰人／11当冷漠与市侩成为传染病    李泓冰／13“公共利益”
定义拆迁新法走向    郝  洪／15程序细节保障“阳光采购”    傅达林／17别让“刷票”堵塞了公众表达  
 李劭强／19“房票”提出反腐新课题    王石川／2l面对矿难，他们何以沉默    郝洪／23治堵要走出“应
急”怪圈    徐立凡／25贫困地区申遗更要讲究“性价比”    邓海建／27民营医院如何走进“春天里”    
李红梅／29公民意识助推法治进步    马国英／31关注“菜篮子”，莫忘“菜园子”    张毅／33精神赔
偿人法，公民更有尊严    张水海／35用什么带走阿龙的忧伤    郝  洪／37让监管之手强硬起来    任江华
／39值得珍视的警民“微博互动”    吴丹红／41“矿领导带班下井”值得坚持    盛大林／43城市管理
多些“问需于民”    寒  小／45联考如何破解高招难题    李宝元／47遏制“涨价”须修正通胀预期    马
红漫／49行业组织如何赢得尊重认同    曲哲涵／51走出“瓷器爱国”的迷思    李泓冰／53维护司法权
威须坚守程序理念    陈杰人／55农村土地整治要让农民受益    刘彦随／57食品安全，监测应走在前面    
李晓亮／59依法行政是政府公信力的生命线    范正伟／61如何从“自我评议”更进一步    郝洪／63“
国家标准”不是“免责盾牌”    范正伟／65“五年治好择校乱收费”怎样兑现    毕诗成／67说“亲自
”    袁浩／69解决“血荒”离不开社会营养    谢勇／71“保罗之死”引发的非娱乐性思考    杨健／73让
学术与思想贴近大地    吕绍刚／75公共政策应避免“快餐化”    王石川／77“学平险”背后的利益链
条    单士兵／79“被卷入”者如何回应质疑    詹勇／81遏制商业诽谤靠什么    刘先云／83绿灯，请为探
索者多开几盏    何勇／85回应“排队候访”的信任与期待    张铁／87查处违法用地不应止于行政问责    
郝  洪／89值得警思的“强拆论”    范正伟／91稳定房价，有决心就一定能办到    林尧／93科学家该到
哪里讨公道    杨健／95阶梯电价如何打消公众疑虑    马红漫／97“职业拍客”能否回归社会监督本位    
毕诗成／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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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年编·2010》

章节摘录

“提笔忘字”与汉字危机郭立场数字化时代，文字记录方式发生革命性变革，键盘上“敲字如飞”常
常代替了一笔一画的汉字书写。因为长期使用电脑，许多人只能大致记住汉字的形状，提笔却无法正
确写出具体部首和结构。最近一项调查显示，两千余名受访者中有逾八成的人承认写字有困难。提笔
忘字、频写错别字，正成为一个令人忧心的文化现象。应当承认，新技术的确给古老的汉字艺术带来
较大的冲击。美国学者杰茜卡·贝内就曾把电脑称为“手写体的诅咒”。因汉字象形表意的文字结构
十分特殊，电脑输入对汉字手写的冲击尤为严重。“五笔输入法”把每一个汉字拆成最多四个部分，
倒是让人记住了汉字的基本架构，但写起字来也难免有时会缺胳膊少腿，而太多习惯用“拼音输入法
”的人则连汉字的具体构造都记不住。在方便、快捷、高效的文字信息化处理诱惑下，人们由习惯成
依赖，由依赖成退让，最后是能“敲字”的决不“写字”。及至万不得已情况下要用手写时，才发现
汉字的具体构成竟是如此模糊，写出的字也丑得难以见人。一项千百年来被人们运用自如的汉字手写
艺术，却在电脑和网络普及应用的一二十年间就陷入尴尬境地，完全归因于新技术的罪过乃是推脱我
们自身传承文化的使命与责任。

Page 4



《人民日报评论年编·2010》

编辑推荐

《人民日报评论年编(2010)(套装共2册)》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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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年编·2010》

精彩短评

1、还行！
2、质量还不错，跟想象的没差
3、站在人民日报的主流立场上刊发的各类政论时评，其最核心的共同要素或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政治
正确，但同时也并不缺少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立论，针对的是社会具体问题，不会触及敏感性的话题
。对于在体制内生活或者正在向体制内努力的人是一本很好的时评集。
4、收集得很全
5、很好，很不错，内容丰富，非常满意
6、人民时评 论坛
7、厚厚的两本书，字没几个，每篇都是浅评，只能开卷有益了
8、翻阅的时候，有一些碎末洒出来，文字颜色也较浅，纸张较粗。
9、还是2010年的，不过应该还是很不错的，期待赶紧出11、12的
10、首图借出，什么玩意⋯⋯啊⋯⋯
11、买的人不少
12、此书值得一看，要好好好学习
13、365篇文章结构都一样是吗⋯⋯
14、助力公考
15、文章写的很好，要好好学习
16、内容经典，贴近生活，与民生息息相关，值得一读！同时也是我们研究社会百态的一种桥梁，希
望该书秉承论时事，督社会不良风气之风范，成为民生认知社会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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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年编·2010》

章节试读

1、《人民日报评论年编·2010》的笔记-第87页

        要照亮他人，自己身上要有光明；要点燃他人，自己身上要有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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