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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我们要包装我们的专家，把他们整体推
出去，我们要发出主流的声音。”中国健康教育
协会副秘书长赵仲龙告诉记者。

赵仲龙所在的协会，是中国健康教育领域
的最高学术团体。

就在他接受采访的9月，当当网推出的图
书销售排行榜显示，《求医不如求己》《不生病的
智慧》《从头到脚说健康》等4种保健类图书进
入榜单的前十名。

当当网自称“全球最大的中文网上商城”，
其图书畅销榜声称“源于千万顾客的实际购买
数据”。查阅该榜，在 2005 年、2006 年和 2007
年，保健类图书均进入其年度排行榜前十位，且
都是销量冠军。

其中，出版于2008年7月1日的《从头到脚
说健康》已经持续在榜3个月。至10月29日，
当当网共收到顾客对其评论537条。

由卫生部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
《健康 66 条——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读本》，自
2008 年 5 月 1 日出版以来，还未曾登上该网站
的销售排行榜，且仅见1条评论。

“目前，保健类图书的销售量扶摇直上，
说明老百姓对健康知识有需求，商人们自然要
迎合大众的阅读愿望，但是，保健类图书出版
领域其实是鱼龙混杂，如果不认真对待这个问
题，保健书就可能反而伤害老百姓的健康。”赵
仲龙说。

■“击中阅读软肋”

今年 8 月，台湾“排毒教父”林光常因商业
欺诈罪受刑 2年 6个月。病患者指控其不实宣
扬只要吃他研发的排毒餐和产品，不用化疗就
可以排毒治癌。

而在 2006 年，林光常借助某电视台，将自
己的“另类”养生观点成功传播至全国。他的

《无毒一身轻》2004年被引进大陆，并在2006年
再版。该书号称发行数十万册，是名副其实的
畅销书。

2007年，林光常在电视和图书中宣传的观
点之一——“牛奶有害论”，遭到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陈春明、陈孝曙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程
义勇等15位国内营养学、食品科学和预防医学
领域权威专家的联名批评。卫生部也在官方网
站挂出《15 位专家撰文驳斥“牛奶有害论”》的
文章予以支持。

然而，就在当当网该书的评论留言里，一

位昵称“下午”的顾客在今年 7 月 10 日写道：
“从我知道他开始，我就知道他长不了，因为他
太突出，太特别了，他的理论太挑战传统，他又
太高调，所以，早晚有一天会被斗！”

“这类书击中了大家的阅读软肋。”赵仲
龙评论道，“老百姓不是怕生病吗？好，我就出
本书告诉你怎样才能不生病，这样的选题能不
好卖吗？老百姓喜欢看那种生动的、好看的，
甚至另类的、颠覆传统的书，那我就把书做得
非常通俗，它的传播效果能不好吗？”

赵仲龙认为，科技的发展需要公众的理
解和参与，科技也日益与公众的切身利益相
关，因此，公众对科学越来越关心，但对科学的
态度不再是学知识，而是休闲。

以自己多年从事科普写作、出版策划的
经历，赵仲龙提出：科普写作已经进入了策划
时代、包装时代、读图时代、读题时代。

所谓策划，即书籍选题要贴近百姓生活，
且要对所出版的书有整套的流程规划等；所谓
包装，即书籍最好要有名人效应，有名人捧场
等；所谓读图，即要重视书籍插图；所谓读题，
即书名、章节标题等要抓人。

“这些都是需要资金链来支持的，正规出
版社往往没有这方面的费用计划，所以很多时
候反而做不过书商。”

赵仲龙说：“保健类图书是一个很大的市
场，大家都想从这里切一块大蛋糕，这就造成
保健类图书市场诸侯争霸的局面。但是大浪
淘沙，我相信最后留下的一定是在科学性和普
及性等方面都比较完善的作品。”

■ 小心鲜亮的“毒蘑菇”

北京医院中医科医师、中国医师协会养生
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郑志坚对记者说：“我很反
感现在保健类图书‘外行人’声音大、且什么都
敢说的现象。”

郑志坚表示，专业出版社和非专业出版社
的区别就是拥有一批专业编辑，但现在很多畅
销的保健书都是非专业出版社操作的，加上保
健书的作者很多都没有相关专业背景，这就很
可怕。

郑志坚说，医学内容博大精深，精通某一
领域已经殊为不易，他本人自从读中医起距今
已经 27 年，他对中医也非常感兴趣，但即便如
此，他承认自己对中医的很多问题并没能完全
领会。

“然而，有些人看到中医在全社会拥有广
泛的群众基础，因而打着中医旗号，传授所谓
的‘养生大法’，往往缺乏科学性。”

郑志坚评论道，从传播的角度讲，这些书
很成功，它们贴近生活，语言活泼，介绍的也是
验方绝招，普通人都能够很容易看懂、学会，但
从中医学的角度看，这些书又往往不够严肃，
比如把某个人的个人体验进行绝对化地推广，
到处宣传掐穴位、敲经络，这就极易误导一部
分缺乏医学知识的读者。

在他看来，中医讲求平衡协调、未病先防
等的基本理念，符合时下健康发展趋势，而且，

中医在西医无能为力的一些疑难病症治疗和
预防保健方面的确有着出色表现，再加上其简
便廉验的特点，就造成中医养生保健能够引起
社会共鸣。

“但怕就怕有些自称铁杆中医迷的人受自
己所学限制，盲目在老百姓中宣扬中医的疗
效，尽管他们语言生动，善于调动老百姓的情
绪，但如果老百姓最终没能收到预期效果，恐
怕反而有损大家对中医的认可。”郑志坚说。

前文所提 15位专家在联名信中也表达过
类似观点。信中写道：“健康教育必须以科学
知识为依据。如果在教育内容方面出现谬误，
那么形式上越是生动，引起的不良后果越是严
重。特别是对一些科学常识，不能信口开河，
随意‘颠覆’！”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助
理，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对此有一个形象
的比喻：“如果你去采蘑菇，看到那种鲜亮的，
你要小心，那很有可能是毒蘑菇。”

■ 科普缘何受冷落

“可悲的是，受过正规系统中医训练的人
讲得少，半路出家或是似懂非懂的人在侃侃而
谈，半瓶水当当响，这难道不是对老百姓健康
的威胁吗？在 21 世纪怎么能够这样谈养生
呢？”黄建始认为，中国医学界重学术论文、轻
科学普及，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他说，现在的一些政策其实是不鼓励大家

搞医学科普的，比如在评职称、涨工资等方面
都要看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写论文，而且最好
是写 SCI论文，这种英语文章其实就是写给外
国人看的，和大多数平常不看英文的中国人基
本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业内不少人调侃说SCI
是“愚蠢的中国人指数”。“遗憾的是我们的考
核体系就是不能与时俱进，为中国人的健康着
想。”

“如果政府在这方面不反思，那么，每年投
下去若干亿的医学科研经费，实际上并不能带
给大家太多的健康改善。”

黄建始说，在健康教育领域“政策不鼓励，
资金不支持，资格准入也没限制”是非常突出
的问题，导致很多优秀的人才不肯进入这个领
域，反而令那些缺乏专业背景的人钻了空子。
因此，他深深感觉“公众的科学素养、健康素养
太需要提高了，有关部门太需要大力开展健康
教育的工作了”。

黄建始也是中央文明办、卫生部“相约健
康社区行”的巡讲专家，目前的工作重心之一
就是健康教育。

他说，很多时候，平实地讲健康，往往被当
作老生常谈，默默无闻；反之，耸人听闻的另类
健康观点，常常彩声阵阵，名利兼收。

赵仲龙说：“现在骗子的脑门儿上，也顶着
‘科学’两个大字。也有的人白天搞‘科学’，下
了班却是帮助骗子骗人。再加上现代化的传
播手段、炒作的技巧，普通人想辨别确实不太
容易，搞健康教育的人任务还很重。”

据《新华每日电讯》

王木匠定律适用于
官员的政绩饥渴症

一个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木匠，数年间在宁
夏、内蒙古等地呼风唤雨，用近似“空手套白狼”的
方式骗走 17.58 亿元。这个化名“郑泽”的“假港
商”王细牛，本是湖北省黄梅县龙感湖农场的木
工，当地人都叫他“王木匠”。

有人说，王木匠的骗术比赵本山小品里的
“大忽悠”还技高一筹，“大忽悠”能把正的忽悠斜
了，能把腿好的忽悠瘸了，而这个王木匠不但能忽
悠得大小企业损失惨重，忽悠得大小官员晕头转
向，就连刚建成4年的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指挥大
楼也被他忽悠平了。

如今，“假港商”现出原形，王木匠锒铛入
狱。但对这出闹剧的反思却远未结束。

这出闹剧并非王木匠一个人的“独角戏”。试
想，一个子虚乌有的“港商”，要想证明他的身份，几
个电话或许就可以办到，为什么银行、企业家对这
个骗子深信不疑，进而乖乖地把钱送上门呢？

王木匠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总结出了“骗
子定律”。他说：“阿基米德说过，如果给他一个支
点，他能撬动地球。我的定律是：抓住一个政府领
导的弱点，我就能搅动一座城市。”他的秘诀是先

“拿下”政府官员，让官员成为他行骗的道具。当
王木匠成为政府官员的座上宾，人们的警惕心理
就小多了。王木匠请建筑施工单位领导吃饭，他
邀请当地一位领导出面作陪。席间，这位领导拍
着王木匠的肩膀说：“小郑(王木匠当时叫郑泽)是
很有实力的啊，你们怕什么？”一句话，又让这个骗
子骗了两亿多。王木匠骗术高就高在巧妙地利用
了政府的公信力。

一些干部为什么会成为骗子的道具？依照
王木匠的“骗子定律”，他们被骗子抓住了弱点。
某些政府官员最大的弱点在于患有“政绩饥渴
症”。为了追求GDP，他们热衷于出大政绩。这
种浮躁心理为王木匠大施骗术打开了方便之门。
王木匠幻想的“西北地区第一高楼”工程竟被列
为献礼的项目，这正说明了问题的实质。患有“政
绩饥渴症”的官员，急于出政绩，急于升官，一听说
港商有大项目，大手笔，就高兴得不辨真伪，特事
特办，一路绿灯，唯恐跑了财神爷。官员的政绩焦
虑加上不受限制的权力，使骗子长驱直入。

闹剧结束了，但王木匠的“骗子定律”依然值
得各级领导干部自省。王木匠总结出的“骗子定
律”，应当成为一个反面教材。倘若一些领导干部
仍不改变政绩观，仍然不能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尽
管王木匠锒铛入狱了，但总有一天还会有“赵木
匠”、“李木匠”继续招摇撞骗。如果领导干部能从

“骗子定律”中汲取教训，克服政绩唯大的弱点，弥
补制度缺失漏洞，“王木匠”们恐怕也就没有表演
的舞台了。 李忠志

“周正龙案”已尘埃落定。但是，二审显然回避
了众多在“打虎派”看来极有说服力的证据材料，而坚
持认定“虎照门”只是周正龙“一个人在战斗”。 事实
还是那些事实，罪名还是那两个罪名，周正龙的悔罪
也并不比一审时更真诚，刑期也同为两年零六个月，
但监禁刑和监外刑的明显区别仍让公众感受到了二
审判决的变化。周正龙事实上被轻判了，只是我们看
不懂如此改判的理由，至少在迄今为止的公共信息上
找不到能够支撑如此改判的事实根据。

最合理的推测就是，法院出于对汹涌民意的
曲意逢迎，而将周正龙由一审的实刑改判为二审的
缓刑。如此，既可满足部分民众吁请，又可模糊众
所关注的官员责任这一焦点。尊重民意与尊重法
律本不存在必然的对立，它们之间应可达成某种微
妙的平衡。而从网民对二审结果仍是压倒性的质
疑来看，“周正龙案”的终审实则是民意和司法的双
输。司法不是橡皮泥，不是哭笑无常的孩儿脸。司
法是说服的技艺，裁判文书是理性的产品，它承载
的是公众对正义的渴求。欠缺充分说理的“周正龙
案”不过是又一个“司法门”——昔日陕西省林业厅
固执地认定“周老虎为真”就是“镇坪华南虎”的真
相，今日则是两级法院固执地认定“周正龙诈骗”就
是“虎照门”的真相。

当“虎照门”摇身一变成了“周正龙涉嫌诈骗和
非法持有弹药案”，这个轰动了海内外的国际笑话事
实上已无真相可言。在明规则上，法院遵循的是“不
告不理”。检控方移送审判的只是“周正龙案”而非

“假虎案”，被告也只有周正龙一人而非包括一众官
员在内的应对“虎照门”负责的所有责任人。“虎照
门”被选择性立案，选择性侦查与选择性起诉在先，
法院也只能就检控方起诉的内容进行审理。

当然，在制度上我们本来可以将责任官员也
推上被告席。比如检调部门在“虎照门”的善后中
对一应责任官员“选择性不执法”，其时也是民意汹
涌，侦查部门和检察机关理应向公众说明那些责任
官员之所以不被刑事指控的原因所在。在制度上
被设计为“监督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监督员也应
及时介入“周正龙案”的侦查监督与审查起诉。遗
憾的是，我们在公共媒体上没有看到任何与此相关
的信息，当地的人民监督员也都离奇而默契地保持
着沉默——就像司法介入“虎照门”之前的那些陕
西人大代表们一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
督员、检(警)风监察员等等，我们精心建构出的民
意代言制度，在“虎照门”里自始至终与民意绝缘。
如何促进民意代言人亲近民意，并在制度管道内传
递民意，守护民权，将是“虎照门”闭幕之后仍须反
省与进一步追问的公共议题。

“虎照门”黯然落幕，真相，实则已在公众的
心中。那一众责任官员，虽未上法庭却已被民意缺
席判决了。 王琳

全面提高工资的方案如何落实
一份旨在扩大居民收入、全面刺激

国内消费的方案正由国家发改委起草。
方案涉及调高个税起征点、大范围提高社
会工资、提高住房货币补贴的标准等数个
领域(《重庆时报》11月23日)。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资性收入是主
要经济来源。全球性金融海啸之下，要想
扩大内需，就必须让老百姓手里有钱，这
样民众才敢花钱，内需性消费才能变成现
实。因此，全面提高工资的政策设计和政
策动机，是相当令人期待的。

然而，近年来，类似的“工资增长计
划”公布了不少，但总是推出的时候轰轰
烈烈，落实时却“磕磕绊绊”，阻力重重。
何以如此？根子就在于“只有制度设计的
计划，而没有跟进的执行落实计划”。

“全面提高工资方案”规定的工资上
涨要化为现实的钞票落入职工的口袋，才
是一项好制度。否则，就是纸上谈兵。时
至今天，我们更关心实现“全面提高工资
方案”的“方案”是什么——有关部门应该
从实际出发着手制定落实“方案”的方案。

民众抗风险能力低，面对经济危机消
费欲望低，症结就在于社会分配制度的不
公正。以什么具体的管理举措和制度作
为，去有效治疗不公正分配的痼疾，消弭
过大、过快的收入差距，员工收入怎么提
高……这些，大众都在急切地等待一个答
案。

希望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扩大内需
保障民生的政策关爱能够早日细化为可
操作、可运行、可监督的“执行方案”，早日
让方案中的福利平稳落地。 一 舟

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原县委书记张
志国近日履新，职务是沈（阳）铁（岭）城际
轨道（轻轨）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
11月20日，铁岭电视台于晚间播报的“铁
岭新闻”披露了张志国的新职务。

这一消息一传开，各大网站上网民纷
纷惊呼，有人干脆猜测说：张志国后台很
硬，水很深！

今年年初，张志国派公安人员到北京
拘传对西丰县进行舆论监督的记者，因此
被网民称为“史上最牛县委书记”。西丰
警察进京抓记者事件一时成为全国性大
新闻。

2月5日，铁岭市委召开常委会听取
调查组汇报后认定，张志国身为县委书

记，法治意识淡薄，对进京拘传记者事件
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领导责任。为此，市
委决定，责令张志国引咎辞职，并向市委
写出深刻检查。

有谁敢想，9 个月之后，张志国这样
一个“法治意识淡薄”的官员，竟然不可思
议地东山再起，其速度之快，其不明不白，
令人咋舌，难怪会震惊网络，成为一大新
闻。

在法治社会，像张志国这样一个“法
治意识淡薄”达到“史上最牛”地步的县委
书记，影响极坏，民愤极大，本该受到严厉
惩处。但有关部门在其受处分仅仅 9 个
月后，就安排其异地做官，这不能不让人
怀疑，当初所谓的“处分”，是不是只是为

了暂避风头，平息人怒的权宜之计？“责令
张志国引咎辞职”是不是真正为了维护党
纪法规？底下有没有不可告人的交易？
否则，就像网民一针见血所言：“铁岭没人
啊，沈阳没人啊，中国没人啊，中国真的就
找不出一个比张志国更好的官吗？”

铁岭也好，沈阳也罢，肯定能找到一
个比张志国更好的官员。但不知为什么
有关部门偏要让张志国东山再起。是不
是为了给当初愤怒的舆论一个“报复”？
人们有理由质问，张志国究竟有没有受过
处分？甚至他的重新任命是否属于“带病
提拔”？“让一个素质如此低劣的干部再出
来掌管一个大工程，真是不可思议”……

广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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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近半大学生认为找工作靠家庭和社会关系 宋 海 作 漫画：燃油税呼之欲出 宋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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