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友曝光一组翻拍自
某酒店的图片，图片反映的
是安徽某市国土资源局公款
吃喝的结账单。短短一小时
的饭局，消费最少的也有一
万多元，抵得上当地工人一
年的工资水平。在每个账单
中还都出现了一个名为“想
念”的以盒为单位的消费项，
被网友怀疑是安全套(1 月
20日《信息时报》)。这真是：
酒酣耳热心头暖，只因结账
有公款。可怜工人忙一载，
工资只够换一餐。不说花费
过了万，茅台中华也不谈。
只问“想念”是何物，如何频
频进菜单？ 刘道伟 文/画

账单曝光账单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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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寒症”调查“恐寒症”调查:: 难以度过的“恶补”假期难以度过的“恶补”假期

核心提示

１月 11 日起，呼和浩特市的中小学校陆
续开始放寒假，但记者走近这些本应该欢呼雀
跃的孩子们时发现，有不少学生不爱寒假爱上
学，对自己的寒假生活充满恐惧。是他们不愿
中断自己的学业吗？还是假期的生活让他们
不快乐？记者带着疑惑走入一些“恐寒症”孩
子们的生活，解开他们害怕放假的种种理由。

寒假里的“恶补”让孩子寒心

１月 12 日，寒假里的第一个星期一上午
八点半，在呼和浩特市一家小学生作文辅导班
门前，10 岁的蓉蓉赖在妈妈的车里不肯下车。

“我讨厌补习班，我讨厌上课……”她撅着小嘴
不停地嚷嚷着。但是，尽管极不情愿，她还是
被妈妈强行推进了这家父母早已“物色”好的
寒假培训班。让她更加痛苦的是，下午还有一
场美术课等着她。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蓉蓉的母
亲，一位文化程度不高，但生意做得很好的女
人向记者细说起为女儿报名假期补习班的一
些理由，“我女儿已经读三年级了，同班的同学
假期都在参加各种补习班、特长班，所以我怕
女儿休息了一假期，开学时各方面发展都跟不
上别人。再说，我们夫妻俩工作都很忙，家里
没有人照看孩子，又害怕让孩子一个人待在家
里，送到补习班里，又能提高学习，又有老师照
应，一举两得。”但是妈妈的一片苦心并未能得
到蓉蓉的认可。“上了一学期的课，就想放假好
好玩一玩，但是妈妈每次都给我安排很多补习
班，有时候比上课时候还累，我真不喜欢放
假。”她说。

与蓉蓉同在一个作文辅导班的高远是呼
和浩特市新城区一所小学四年级学生。与蓉
蓉表现出的歇斯底里不同，这位11岁的小男孩
很自觉地早晨自己出门，坐公交车来到辅导班
学习。“你是喜欢利用假期学习吗？”面对记者
的问题，孩子很老成地回答道：“其实对我来
说，放不放假根本无所谓。在以往的假期，我
每天的生活也都是在家写作业、练琴、去补习
班学习英语、数学、作文等等。爸爸妈妈安排

的我要照着做。”
在呼和浩特市一

所中学读高一的健鹏现
在还没有放寒假。“我是
真不喜欢放寒假，放假
之前有一场期末考试等
着我，考不好父母会不
高兴，放假之后还有一
堆补习提高的课程等着
我，让我每天的时间更
加的紧张。”健鹏告诉记
者，今年放寒假没几天
就是春节，本来还挺高
兴，以为父母不会给他
安排辅导班，但前两天
妈妈还是像往年一样问
他喜欢哪一门功课的辅

导班，让他的心凉了半截。

在家中“圈养”让孩子孤单

在每天要上补习班的蓉蓉看来，她的邻居
晓萌的寒假生活很幸福，每天待在家里，写完
作业可以看电视、上网，早晨还可以睡个懒
觉。但记者与这位读小学四年级的女孩子聊
天之后发现，她的生活并不像伙伴们羡慕的一
样快乐、幸福。

“放寒假已经几天了，我每天一个人待在
家里，只有晚上下班后才能见到父母。”晓萌
与记者的聊天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无
聊”，“上学多好，有那么多同学可以一起玩，
可是现在父母不让我乱跑，我只能通过电话
和ＱＱ与同学聊天。”

晓萌告诉记者，放假后每天中午她都会到
小区门口的快餐店吃午饭，吃完饭特别想在小
区里玩，但很难找到同龄的玩伴，运气好时会
碰到遛狗的大爷大妈，与小狗玩一会儿就回到
家里。在以往的假期，晓萌还试着将几个好朋
友请到家里做作业，不过没过几天，妈妈就开
始反对了。妈妈的理由是，几个孩子在一起玩
起来，根本顾不上写作业，家里也会被搞乱。

当记者问起是否担心孩子一个人在家太
孤单时，晓萌的妈妈表示，担心的并不是孩子
的孤单，而是担心孩子一个人在家无节制地看
电视、上网，不利于身心健康。这位母亲说：

“说孩子得了‘恐寒症’，其实我们做父母的也
一样开始害怕放假。每年学校临近放假，我就
会为如何安排孩子的假期而苦恼，把她一个人
放到家里，我们又提心吊胆的，害怕出现什么
意外，每天往家打好多次电话。”

记者采访一些像晓萌一样被“圈养”在家
的孩子们了解到，这些中小学生的寒假大部分
时间独自在家中度过，“孤独”、“无聊”是这些
孩子们对寒假生活的总结。“真想赶快开学，一
个人憋在家里好难受。”刚刚放寒假不到一周，
晓萌就盼望着早日开学。

轻松快乐的寒假让孩子期待

“我们小时候梦寐以求的寒假，对现在的

孩子怎么成了一种煎熬呢？”一位“恐寒症”孩
子的父亲、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家长不解地
说。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正是高强度的假期
补习课程和没有玩伴百无聊赖的假期生活让
如今的孩子们厌倦寒暑假，使本该轻松愉快的
假期生活反而成为负担和恐惧。

在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一的一
位男孩子说：“其实放寒假之前我对假期有很
多期盼，可以睡懒觉、玩游戏、滑冰、滑雪，春节
时候还能放鞭炮、得压岁钱，但是放假后，父母
给我安排的非常紧张的假期日程，让我对寒假
失去兴趣。”

记者在呼和浩特市十四中学门口随机采
访几位中学生，让他们描述理想的寒假生活
时，一位高中生表示，放寒假后的头等大事就
是好好睡个懒觉，把上学时欠的觉补回来，然
后痛痛快快地玩上几天就已满足。他说：“我
希望寒假父母每天给我安排半天的学习时间
和半天的自由时间，让我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
情，这样学习的效率也会提高，我最受不了没
日没夜的看书、复习。”而初中生小刘则表示，
希望父母带她出去旅游，看看外面的世界。“我
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呼和浩特，我想让爸爸带我
去看海。”她天真地说。

怎么才能让孩子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呼和浩特市兴安路民族小学校长表示，过于疯
狂的假期补课，会使中小学生产生厌学等心理
问题，如今出现的“恐寒症”就是一个值得反省
的事实。有关专家建议，寒暑假期间，教育部
门与社会、家庭等密切合作，充分挖掘社会教
育资源，举办一些以培养学生兴趣、开拓眼界
为目的的、孩子们感兴趣的文娱活动和社会实
践活动，这样孩子们寒假期间不仅有去处，而
且也能收获知识和快乐，度过一个欢乐的假
期。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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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不想进去 里面的不想出来

解读大学生创业的“新围城”心态
核心提示

眼下，已经到了2009届高校毕业生为自己
寻找“出路”的阶段。面对各地火爆的招聘会，
很多高校毕业生都发出了“工作太难找”的感
叹。据了解，2009 年我国大学生毕业人数达
610万，再创新高，但大学毕业生参与自主创业
的人数比例一直保持在0.3%至0.4%。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前大学生对自主
创业的态度就像一种新的“围城”——外面的
不想进去，里面的不想出来。

“选择创业，我们不后悔”

记者调查发现，海口高校 2009 届毕业生
中有创业想法的学生非常少，“连续几年自主
创业的学生远远不到当年毕业生的1%。”海南
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周孝怀说。就业观念
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海南大学的李
同学说：“没有想过创业，读大学就是为了毕业
以后在一个高的起点上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而且现在创业的话父母也不会同意。”“现在社
会上很多人都说大学生创业艰难，而且风险
大，成功率低，所以不想冒险，还是找一个比较
稳定点的工作好些。”海南师范大学的苏同学
说。

而已经创业的学生中几乎没有人对自己
当初的选择后悔过。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创业
以前就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但最终还是选择了
自主创业。当记者问到他们为什么选择自主
创业的时候，有同学说：“自主创业就像在指挥
一场战争，既要放眼全局，又要注意细枝末节，
创业不但锻炼了自己，而且能够以此为基础创
造一片自己的天地。”

海南经贸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宣传处主任
周国耀说：“我们从2008年开始对在校学生进
行职业能力教育，促使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
而自主创业就是职业能力的体现。”

记者采访中发现，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周围，有多家餐馆是学生开设的。据一个叫
李贝的同学介绍，现在他所经营的餐馆日营业

额在 3000 元以上。目前，父母和哥嫂已经来
海口帮忙经营餐馆了，另外他还雇了4个厨师和
6名服务员，而且这些服务员都是在校的学生。
李贝的父亲说起孩子自主创业，脸上充满自豪，
他说：“我以前也不同意儿子创业，现在看法改变
了，我认为，现在的大学生应重新理解‘上班’和

‘不上班’，时代变了，观念就需要改变。”

创业，你准备好了吗？

在记者采访的多位创业成功的大学生看
来，创业首先要选择好一个行业，这是创业成
功的重中之重，这个行业必须要有市场，兴趣
固然重要，但是也要看到周围的环境和行业的
前景。“我原来准备开一家电脑公司，但是考察
以后发现这个市场目前已经接近饱和，竞争激
烈，而且起步需要的资金量比较大。”已经创业
的唐稼先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发现桂
林洋大学城目前刚刚起步，随着搬来的学生越
来越多，餐饮业也会随之发达，所以就在学校
周围开了一家湘菜馆。李贝也是先后经历了
卖书、美发，最后选择了现在的行业。“选对行
业，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李贝说。

“创业要‘懂行’，就是要细致了解这个行
业，拿开餐馆来说，就必须要了解原材料的采
购、菜品成本的计算、人工成本的计算等等。
如果有一个环节没有弄懂，就会把你弄得焦头
烂额。”唐稼先说，“要善于观察，多请教，一开
始没有充分的准备会给以后带来很多的麻烦，
甚至会导致创业的失败。”

记者发现，创业资金的问题是创业大学
生提起最多的话题。“如果开始的时候资金不
到位，重复建设的情况就可能出现，这样会造
成更多的资金浪费，还会流失一部分客源，例
如餐馆一开始没有冰箱的话，如果客人要喝冰
镇啤酒，就需要去商店购买，这样不仅没有利
润，而且不利于培养回头客。”唐稼先说。

采访中，部分曾试图创业却退缩的大学
毕业生说，是因为受不了创业初期的辛苦最终
选择了放弃。一些餐饮行业的创业学生说，虽

然他们现在也算是个小老板了，但是他们依然
身兼数职，亲力亲为，例如采购员、清洁工、服
务员、洗碗工等等，每天早上5点起床买菜，晚
上12点多休息，“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节约成本，
所以要想创业就要具备吃苦精神。”他们说。

经历了初期的艰难和事业小成后的喜
悦，这些大学生老板们一致认为诚信也是创业
成功的必要条件，同时也造就了他们的品牌意
识。李贝说，大学生创业需要诚信，质量求生
存，质量求效益。“诚信说起来简单，但是真正
做到却不容易，这意味着你要付出更多的努
力。”李贝说。

记者采访的很多业内人士也都纷纷表
示，现如今大学生要真正改变观念，不要小看
自主创业。之前，“中科大才子养猪”“硕士放
弃 20 万年薪回乡种红薯”等事例曾引起社会
各界的“纷纷议论”。业内人士认为只要我们
大学生能主动转变观念，进一步开阔视野，以
理性、务实的心态迎接就业挑战，就会发现工
作并没那么难找，生活中机会其实无处不
在。 据新华社

寒假，孩子们并不能休息寒假，孩子们并不能休息（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大学生创业之路并不平坦大学生创业之路并不平坦（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雷人的话，雷人的主意
新年一开始，就不断有人语不惊人誓不休，那么

套用一个现成的语式，可以这么说，当下，公众在现实
生活中所能看到的听到的，没有最雷人的话，只有更雷
人的话。“买房就是爱国”，已经够雷人的了，想不到北
京市政协委员李哲还有比之更雷人的高论。

13日，在北京市的一个“扩大内需、促增长”专题
座谈会上，李哲建议，“发动一场爱国消费、扩内需、救
中国的运动”，“具体做法是让每个人、每个单位把我们
一年的收入都进行消费。如果政府允许这么做的话，
我愿意拿出我的精力和我的财力去推动这个事情。”
（1月14日《新京报》）

爱国的内涵很丰富，救国的内涵就更丰富。什么
是爱国，怎么去救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
方式。爱因斯坦说：“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
为国家而生存的。”且不说本土人的国到没到因内需问
题而需要去救的地步，李哲委员提出的救国方法本身
即为一个似是而非的雷人的方法。

也不知李哲委员是提高了爱国、救国的门槛，还
是降低了门槛，他所设置的门槛就是雷人的。一个
人如何消费和爱国并无内在的逻辑关系，说一个人
买烟抽、买酒喝是爱国、救国行为，是非常可笑的，就
是把其他消费行为硬说成是爱国、救国，也是将一种
美好的情操矮化、庸俗化。消费就是爱国，还把那些
社会上不幸的人们，譬如，为孩子上学花费所困、为
看病花费所困、为买房花费所困，除了简单的生存，
再也消费不起其他的人们，排斥到了雷人的门槛之
外。应当说，富人会爱国，穷人也会爱国，因为这在
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确凿的事实。设置消费门槛，
绑架公众的消费自由，实在算不上是拿出了个爱国、
救国构想，若归一下类，算是一个无任何操作性且无
比雷人的馊主意吧。

消费爱国，也经不起“运动”的折腾，不知道李哲
委员能有多么大的能量，可以发起一场这样的“运
动”。他能“运动”起自己和家人，亲朋好友恐怕都“运
动”不起来。一个人居家过日子，手里有钱，不知道怎
么花吗？消费还要被人催促、被人“运动”吗？每个人、
每个单位把一年的收入都进行消费，有这样的一种消
费吗？单位把一年的收入都进行消费，这不疑似大力
倡导公众深恶痛绝的公款铺张性浪费吗？

雷人的话，源自于雷人的思维。李哲委员欲用掏
人腰包的办法，张扬自己雷人的爱国、救国理念，愿望
恐难达成。也可以先相信一下李哲委员的话，因他的
话是在公共场合所讲，可谓掷地有声，公众可以睁大眼
睛，看他如何用精力和财力去推动他的爱国消费，看他
如何弄出一个更雷人消费救国的成果。 今 语

一种大气的眼界
诗圣杜甫活着的时候，人很寂寞。是寂

寞及其他，成就了杜甫的伟大。杜甫曾在晚
年的《南征》一诗中写道：“春岸桃花水，云帆
枫树林。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老病南
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
音。”

杜甫的知音在唐朝以后多了起来，而多
到何种程度，他不知道。他更难想到，人们会
在草堂举行盛大的仪式祭拜他。据四川新闻
网21日报道，第十八届己丑年草堂人日主题
活动有了改变，由原定的文艺表演转变为文
人墨客大祭诗圣杜甫。

草堂既是个诗歌现场，还是个文化现
场。人们在一个节日朝拜诗圣，需要一个庄
重的仪式，又歌又舞，显然不合适。就是杜
甫，大概也不愿看到这样的场景，因为这与他

“百年歌自苦”的心境相距太远。花里胡哨式
的纪念，不光是品位低，还与诗圣的诗歌品质
背离。

这些年，许多城市都在搭继承传统文化
的台子，凸显其地的文化内涵，构建自身的城
市文明。各地的现实情况很不一样，有的城
市在进行这类活动时，能拿出价值巨大的文
化珍宝，有的拿出的则较小。相信成都这个
城市，不可能拿出比杜甫这个与英国莎士比
亚并列的世界文化名人更有价值的文化珍
宝。可以说，有了杜甫和他的草堂，成都的文
化底蕴谁都不敢小觑，有了诗圣杜甫，成都整
个城市的文化内在品质就有了绝对的保证。
其他城市打量成都这块文化福地，只有艳羡，
只会自叹不如。

杜甫不是文化虚构，是中国人现实的文
化祖宗。杜甫是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记忆，
是中国人的心灵史。成都人珍视杜甫，隆重
地纪念诗圣，以一种现代文明的方式留住杜
甫，所反映的是一种文化眼界。这是一种世
界性的眼界，一种普世的眼界，一种大气的眼
界，一种正派的眼界，一种长远的眼界，一种
代表了某种崇高文化精神的眼界。这种眼
界，给一个城市带来了太多的现实好处，既有
经济的，也有文化的，它对世道人心有益，对
满足人们的高质量的精神生活的需求有益，
对培养一代人又一代人崇尚文化的心理有
益，对一个城市的现在和未来有益。

伊 文

愿网络有多远领导们就走多远
1 月 19 日晚，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

广东省省长黄华华通过南方网等广东省
主要网站联袂给网友拜年，再度引起轰
动。似乎只要高层都那么重视网络舆
论，沟通民意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实际情况可能没那么简单。地方主
要领导的网络偏好，使我想起《罗马假
日》这部电影中，安妮公主夜游罗马的浪
漫经历。安妮公主烦透了宫廷的桎梏，
她有公主的尊贵，却没有常人的自由和
快乐。那些看起来低眉顺耳的大小廷
臣，其实往往是她的教官，是她的看守，
将她重重围困起来，使她与人间隔了千
山万水，也与自由和快乐隔了千山万水。

相比于地方主政者，安妮公主那些大
小廷臣对她都是忠心耿耿，主要还是为她
的名节，为她自身的长远利益考虑的。但
现在围困地方主政者的千山万水，却常常
是各种特殊利益。特殊利益的千山万水，
阻断的可不止是人间的自由和快乐，而是
作为政治家必不可少的生命元素，那就是

对民情政情的识别，对天下大势的了解，
对未来前景的掌握。这往往把政治家置
于极其险恶的境地，说成盲人骑黑马，半
夜临深池，大概也不算过分。

这种格局，地方主要领导并非浑然
不觉。就有一些高级别领导人下去视察
时常常突然变更规定路线，借此突破下
级封锁。这招据说一度有用，作假的地
方官员措手莫及，不愿上级看到的真实
场景纷纷走光，一时颇为尴尬。但那些
善于作假的地方官员毕竟不是等闲之
辈，他们很快从失败中取得“教训”，应付
突然袭击的措施越来越“完善”。这种情
况，并不完全限于现实世界，当高层的目
光投向虚拟世界之后，这种情况马上在
虚拟世界不断重演，以至于与网友对话
时，前呼后拥的马甲，其实常常都是某些
部门安排的专职人员。

当一个老百姓不容易，这是尽人皆知
的；但人们有所不知的是，当一个高级领
导人更不容易，你越是位高权重，就越是

要遭到特殊利益的防范和封锁，就越容易
落到安妮公主那样的地步，每越出“范围”
半步都比登天还难。充满青春活力的安
妮公主当然受不了千山万水的围堵，不得
不趁着茫茫夜色，偷偷越窗逃到罗马街
上。多亏她敢冒那么一次险，否则终其一
生，她可能都不会遭遇到美国新闻社的穷
记者乔·布莱德里，也就不会有那么一段
惊天动地的爱情佳话。地方主政者比安
妮公主倒是勇敢多了，不是偷偷地，而是
大张旗鼓地跑到互联网这个当下世界最
大规模的舆论集市上漫步，一定程度上反
衬原有民意沟通渠道的狭隘。

但是，安妮公主身边的廷臣锁闭她
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安妮当年成功地做
了一夜普通人，偷尝到了普通人的自由
和快乐，那么领导们在网络集市上又能
走多远呢？“乔·布莱德里”那样风神伟秀
的如意郎君，能让他们邂逅到吗？至少
几年前，我们是想不到问这个问题的。

笑 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