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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大普的虎年春节依然不好过。
这位45岁的四川籍农民工，带着自己
刚刚写成的 3 万余字的纪实小说《我
的讨薪奋斗史》四处奔波，目的只有一
个：引起更多的社会关注，为自己6年
多的讨薪生涯画上句号。

把乔大普拖上漫漫讨薪路的，是
一项投资千万元的县级重点工程建设项目
——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大河南小区防洪堤
工程。这一规划宏伟的重点工程，开工不到一
年即告停工，有关部门介入审计时爆出惊人内
幕：工程在对外招标时，竟被人以一枚假冒公
章成功中标。之后，这项涉及巨额资金的重点
工程，又被私自转包，而作为工程业主的县国
土资源局，竟表示对这些情况毫不知情。

一枚假公章，何以能中标上千万元的重点
工程？整个招标过程又是如何运作、监管的？
层层转包的背后，千万元巨额利益由谁收入囊
中？这项政府重点工程为何成为当地有名的
烂尾河堤？这些问题也成了导致乔大普和他
的农民工工友们讨债无门、生活无着的谜团。

一枚假公章圈走千万元工程

1999年，旬阳县政府决定对汉江南岸进行
开发。作为该县提出的“一体两翼”城市建设
总体思路中“东翼”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河南小
区开发计划由此确立。该小区功能定位为高
档商住小区，受县政府委任，县国土资源局成
为项目业主。

2001年3月，这一重点项目中的土方开挖工
程公开招标，陕西秦浙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秦浙公司”)成功中标，合同标的为 1600余万
元。该工程的具体施工内容是将汉江边的一座
小山挖平，填进河道，造出一块约200亩的土地。

工程开建一段时间，施工方发现被挖的山
包并没有多大变化，这才意识到原来对山包体
积的预算小了，挖出的大量土石根本没地方
填。经协商，县国土资源局决定实施一项配套
工程——大河南小区防洪堤工程，就是在河岸
边先建防洪堤，再在防洪堤和河岸间填充山包
上扒下来的土。

2002年 4月，旬阳县举行了防洪堤工程招
投标。“中铁十七局第四工程处”从 3家投标单
位中胜出，竞得该项目。当时，中铁十七局的
招标委托人为秦浙公司法人，竞标成功后，该
工程即交由秦浙公司承建。然而，开建不到一
年，该工程便于2003年6月停工。

据旬阳县政府发布的公告，其停工原因是秦
浙公司未能履行合同中的垫资约定和涉及大河
南小区内文物保护等。此后，这片汉江畔的大工
地一搁就是6年多，成了当地有名的烂尾工程。

2008年 3月，曾为该工程供应石料的旬阳
个体工商户鲁延景，因数次讨要42万元的材料
款无果，将具体实施工程的工队负责人乔大普
和县国土资源局告上法院。这时，一系列涉及
假冒投标、违规转包的问题才渐次浮出水面。

“此前，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乔大普说，
原以为是秦浙公司从中铁十七局第四工程处
拿到防洪堤项目后，又将其转包给自已。但鲁
延景却在法庭上陈述：他在追讨材料款过程中
从中铁十七局第四工程处得知，该公司当年根
本没有参与投标，大河南工程投标涉嫌造假。

乔大普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年和防洪
堤工程一同转包给自己的，还有秦浙公司之前
中标的大河南小区开发土方工程。乔大普带
领200多名农民工，成为工程的具体施工人。

“工程前期都是我自己垫资建设。”乔大普
说，原定每季度结一次工程款，干活需要垫支3
个月，但在后来的施工中，秦浙公司以业主方

——县国土资源局没有付款为由，未
向乔大普支付过任何费用。“停工后，
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和材料费达200
多万元，其中农民工工资就有 90 多
万元。此外，还有停工后水毁造成的
库存材料损失也有300多万元。”

由于认定是政府部门拖欠工程
款，才导致秦浙公司对自己的拖欠，
使他无钱向手下的农民工发放足额
工资，乔大普多次带领农民工到县国
土资源局讨薪。同时，为解决由此工
程引发的欠薪问题，旬阳县政府决定
由县审计局牵头、财政局参与，对防
洪堤工程进行决算和审计，并将其列
入该年度常规审计项目。

2008 年 10 月，该县审计人员前
往驻地设在重庆的中铁十七局四公
司(原中铁十七局第四工程处)，请求
该公司配合审计其在旬阳承揽的“大
河南小区防洪堤工程”。没想到，在
审计人员出具相关资料后，对方答
复：根本就没有参与过这个工程的投
标活动，印章是假的！

中铁十七局四公司为此专门组
成调查组，通过比对，发现工程合同
上所用的“十七局四处”及其原法定
代表人韩某的印鉴都是假的。调查
组得出结论：我单位与秦浙公司从未
有任何业务往来，没有委托该公司代管过任何
工程，更不可能全权委托该公司办理财务往来
及工程款结算业务。

公司认为，大河南防洪堤工程是李厚武等
人伪造该单位印章和韩某印章，编造虚假委托
授权书，通过不正当途径复印了单位的营业执
照，假借公司名义与旬阳县国土资源局签订了
施工合同。

审计人员还了解到，早在该工程招标前，
中铁十七局第四工程处就已更名为中铁十七
局四公司。县重点工程竟被他人冒用名义搞
了假投标！审计人员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遂要求中铁十七局四公司出具了一份书面声
明：我单位与该工程没有任何关系，对于由此
所引起的各种经济纠纷或社会矛盾，我公司概
不承担责任。

之后，受旬阳警方委托，陕西省公安厅鉴
定确认：该“中铁十七局第四工程处”使用的

“印章”确系假冒。这进一步证实了大河南防
洪堤工程和中铁十七局第四工程处无关。

层层转包后，工程留出暴利空间

2002 年 4 月 22 日，旬阳县国土资源局与
“中铁十七局第四工程处”订立的“防洪堤工程
承包合同”显示：防洪堤工程合同价款为
1202.73万元。

然而，仅在中标不到一个月后，秦浙公司
便与乔大普签订了转包合同，工程合同价款为
574.4 万元。当年年底，秦浙公司又把另一项

“半拉子”工程——大河南小区开发土方工程
转给乔大普，转包价格为607.48万元，而此前，
该公司与县国土资源局就此签订的承包合同
价为1655.29万元。

两项工程，在县国土资源局那里的合同总

价为 2800余万元，转包时却只有 1100余万元，
“缩水”近1700万元。这中间，留下了高达千万
元的暴利空间。

在乔大普看来，自己仅以“打工价”承包了
工程。而巨额利润下，投标造假、层层转包等
问题的爆出，也使该工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投资上千万元，又是县重点项目，为何能
在政府眼皮底下一再违规却未被发现？旬阳
坊间议论纷纷。

“当初，‘十七局四处’提供的投标资料都
很齐全，评标委员会就没有质疑资料的真实
性。”县国土资源局有关负责人就此解释，防洪
堤工程造价高，县里资金又困难，就需要有能
力的单位来垫资建设。

2002年，县水利、城建、纪委、监察、财政等相
关部门都参与了该工程的公开招标。因为是重
点项目，该县成立了招标委员会，负责对整个过
程的监督审查。“当时，投标的共有3家单位，中铁
十七局是大型国家级企业，所以成功中标。”

此前，时任旬阳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的赵
启强(现为旬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记者注)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招标程序是在县纪委
监督下完成的，没有问题。“而且，该处曾在旬阳
承建过一些大型工程，所以我们就没有怀疑。”

“2008年审计时才知道是假的，对此后的
转包，局里也并不知情。”国土资源局对外表
示，直到乔大普组织农民工讨要工资，他们才
发现防洪堤工程被委托给秦浙公司建设了。

赵启强曾对媒体表示：“当年对投标公司的
核实，确实存在失误。我们的责任，就在于对投
标单位审查把关不严，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曾有媒体提问赵启
强：县国土资源局是否与秦浙公司存在什么关
系？赵启强予以否认：之前，我们一直认为是
跟中铁十七局四公司签的协议，在审计之前，
根本就不知道秦浙公司。

但实际上，一份县政府的对外资料显
示：在防洪堤工程招标之前一年，大河南小
区开发土方开挖工程成功竞标的，就已经是
这个秦浙公司。

按照规定，招标应有一套相当严密的
资格审查程序。不但要验证投标人的营
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
原件，评标委员会还要由不少于三分之二
的技术、经济专家构成，专家须从专门的
专家库中确定。有律师认为，假公章中标
事件，明显暴露出一些基层政府职能部门
的监管漏洞。

文件中竟有“等同欠条”字样

有知情人透露，在大河南小区项目
上，县国土资源局先后向信用社贷款近
1000万元。但时至今日，这处汉江畔的工
地上，除一处被挖掉部分的小山包和当年
建好的一段防洪堤外，现场一片荒凉。

由于资金不到位，工程在2002年年底
就开始出现停工现象，直到次年6月完全停
工。旬阳县政府承认，工程款并未付清，“但
当初，这项工程是国土资源局发包给秦浙公
司建设，工程结算款直接兑付给了他们，秦
浙又违规‘私自转包’，所以即便有拖欠农民
工工资的情况，乔大普等人也该向秦浙公司
索要，而不是来找政府部门。”
据了解，旬阳县政府也曾试图通过招商引

资，结算前期拖欠的工程款，但一直没有结
果。之后，又打算用汉江水电站在当地占用土
地的款项来付清农民工工资，又因该工程未按
时进入，计划再次落空。而1000万元的银行贷
款，除防洪堤工程预付给对方 200万元外，“其
他都用于前期的拆迁和征地补偿了”。

为要回农民工工资，乔大普在数年里辗转
跑遍了旬阳县的相关部门。2008年春节，他们
又在旬阳县守候十天，得到一纸“旬国土资函
字(2008)4号文件”。

文件称：目前尚欠施工单位工程款 400余
万元，施工单位拖欠乔大国、李中喜等民工工
资 100余万元。5年来，因工程无法启动，拖欠
的工程款一直未兑付。文件中承诺，“县政府
资金到位后，我局及时通知你们，由你们与施
工单位来我局当面算清账，以施工单位提供的
拖欠名单和数额为依据，所欠民工工资由我局
现场向你们兑付。”

文件末尾，竟有“特此承诺(此承诺等同欠
条)”的字样。

一年多过去了，调查还没有结果

时至今日，乔大普和他带领的农民工仍未
讨到欠薪。手执红头文件的“欠条”，乔大普告
诉记者，自己将希望寄托于警方对这起“假公
章中标千万元工程”事件的调查。

赵启强表示，目前大河南小区配套工程正
由县政府为主体进行重新招商，具体怎么搞，
思路由政府定。至于原招投标出现的问题，

“怎么处理得等警方的调查结果，我们也列入
了被调查单位。”

早在2008年，旬阳警方即针对此事成立了
调查组，一位副局长担任组长。据传，警方一度

将该案当做私刻公章的治安案件办理，
但后来的调查范围已经涉及“该工程是
否涉嫌官商勾结”。

一位副县长曾公开表态：假公章
中标的问题公安局正在进行侦破，一
经查实，政府将依法对相关责任人作
出处理。但乔大普告诉记者，“但一年

多过去了，也未听说有哪个相关责任人受到处
理。”

3月 17日，中国青年报记者与旬阳县公安
局政委郭子平取得联系。郭子平表示，此案的
调查目前仍没有结果。

一个农民工的6年讨薪史

灰底、白纸、大 16开……农民工乔大普在
自己的纪实小说《我的讨薪奋斗史》的封面上，
印下了“前进、前进”4个红色大字。他还引用
热播电视剧里的台词“不抛弃、不放弃，为讨薪
奋斗”，显示自己的决心。

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本正规的出版
物。“民工出版社”的名字是乔大普自己加上去
的，但他还是在书的第2页“作者简介”上方，郑
重写下了“谨以此书献给奋斗在讨薪一线的战
斗英雄”一行字。

虎年新春，只有初中文化的乔大普带着自
己这部3万多字的作品来到记者面前。“每到年
关，我都得费心思想出些办法来，让媒体或大
或小地关注一下。”乔大普说。

去年春节，他和他的农民工乡亲用四处打
工所得凑出的 3600元，制作了一批彩印挂历。
挂历封面“谨贺新年 2009”的喜庆字样和一头
壮硕金牛的回望下，是一群农民工满身泥浆的
斑驳背影。

挂历首页，“讨薪 1月——一句答复”的标
题赫然在目：2004年秦浙公司答应年后拿到钱
就给工资；2月的标题是“老生常谈”——2005
年秦浙公司答复“明年给工资”；到了6月，标题
是“越讨越穷”——连一条烟都买不起了……

讨薪挂历上，记载着这些农民工讨薪的时
间、地点、环境、结果和心态，后面还附上了政
府承诺函、民工申请，甚至还有“5·12”地震后
四川广元市朝天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给旬阳
县“请求协助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函。

带着这些挂历，乔大普和他的工友们在西安
市中心的钟楼闹市区，面对行色匆匆的行人，就
地下跪，满眼含泪。

然而，在大年气氛中的媒体报道并未带给
他们实质性的转机。一年后，仍没有拿到一分
钱的乔大普，又将自己 6年多来的讨薪经历写
成纪实小说，以期获得更多的关注。

“不管是出挂历还是出书，都是想引起媒
体和有关领导的注意，尽早拿上辛苦钱。”乔大
普说，为了讨薪，他还开过博客。

“我要面对政府部门、面对欠我钱的公司，
面对被我带出来打工的农民工兄弟。”乔大普
告诉记者，他希望通过这本书告诉社会，自己
的讨薪历程是如何艰难无奈，他还想让农民工
朋友们也看到这本书。

和小说一起带来的，还有一沓相关部门的
红头文件。“这样的材料已有一箱，里面是各个
领导的签字和批示。”乔大普说，带着农民工兄
弟们四处讨薪已成了他经年累月的工作，“不
知什么时候起就成了‘职业讨薪人’，也不知遭
了多少白眼，吃了多少闭门羹。”

发稿前夕，乔大普打来电话，声音掩不住兴
奋：“这次两会上，我托省里的全国人大代表把
我的问题带到北京去，刚刚听说这件事被列入
督办件，排在第7位。中央电视台记者也打电话
了，说他们也要关注这个事！”据《中国青年报》

人民币汇率“动不动”，决定权
并不在于承受的外部压力，而在于
是否符合经济规律以及中国的经
济发展现状。人民币汇率可以

“动”，关键在于“适时而动”。
最近一年半以来，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波幅基本上维持在千分之
五以内。据测算，期间由于国内通
胀等因素造成人民币市场有效汇
率贬值约 6.11%，而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基本维持不变，实际市场贬值
已经相当于汇改后人民币总体升
值幅度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也是
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
来越大的原因之一。

一些国家对中国贸易的制裁
以及迫使人民币升值的用意十分
明显，施压力度前所未有。此举的
确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中国经济
的发展。因此在人民币是否升值
这个问题上，中国更要慎之又慎。

这也并非意味着汇改就此停
步、人民币汇率维持不动。如果经
济规律和市场规律都将人民币指
向升值，就应当适时而动，否则“有
可能是在拿别人错误惩罚自己”。

美国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的
目的，除了欲借人民币对中国进行

“贸易制裁”外，更深层的原因不是
政治因素，而是出于美国今后经济
发展的必要。表面上通过人民币
升值，抑制中国出口，增加美国贸
易顺差，仅仅是遏制中国的战略发
展一部分。

2009年1月以来，美国政府已
经意识到其金融业发展偏离了正
常轨道，未来应更加注重实体经济
与虚拟经济深度融合的问题。因
此，美国希望借汇率这张“牌”开拓
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其他

国家也是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币面临

的压力不仅仅来自美国，而是来自
全世界。从2009年9月开始，人民
币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也使未
来进行汇率调整的难度不断增加。

由于目前中国实际利率已经
为负，市场普遍预测中国有可能在
二季度加息，以降低通货膨胀带来
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人民币升
值似乎无可避免。那么，问题是什
么时间升，升到什么程度？

购买力平价决定了汇率的长
期走势。2005年，世界银行曾有测
算，调查发现美元对人民币购买力
平价为3.45，也就是一个美元的购
买力相当于 3.45 元人民币。尽管
汇率不可能在短期甚至中期达到
这一水平，但“这个汇率是我们趋
向的目标”。

就目前看来，中国政府对于汇
率表态“略有松动”，这说明政府希
望在“适宜的时候”出手，“现在就
是在选择时机”。今年1月以来，由
于美元大幅升值，人民币也就“被
升值”。下一步，“大概会在四五月
份”，人民币会出现“主动小幅升
值”，从而保证人民币今年年初以
来总体的升值趋势。

人民币汇率改革方案，通过中
国的努力，让国际金融货币朝着公
平、公正方向发展。“中国有这个能
力”。之所以存在“美元霸权”，就
是因为人民币汇率长期以来过度
依附美元，因此，短期内撼动美元
的地位几乎没有可能。

中国唯一的出路是，首先逐渐
脱离美元，然后进一步“去美元
化”。当然，首先要将汇率保持在
合理均衡的水平上。 丁志杰

欲望消费有没有边界上周四晚，吕萍参
加了一位男同事的生日
聚会，生日蛋糕一拿上
桌，男同事就哄笑开了。吕萍搭眼一看，不自觉扭头
瞅向别处。吕萍说，这是自己第二次遭遇尴尬：被摆
上桌的生日蛋糕模拟女性胸部形状，此前在另一位
男同事生日宴上，她已经“见识”过。蛋糕店经理称，
蛋糕的样式是总店设计后引进沈阳的，“挺受年轻人
喜欢的，沈阳就咱们一家。不单单男性买，还有女顾
客呢。”（《辽沈晚报》3月22日）

也难怪吕女士尴尬和生气，女性胸部是女性最
为隐秘的身体器官之一，以此作为蛋糕的卖点来吸
引顾客，这不是侮辱是什么？正如专家所言，模拟
人体部分器官形状做成商品，展示的是一种“残
缺”，是对人本身的不尊重。“用女性隐私部位做成
蛋糕，能给人带来性的联想与暗示，还亵渎了母性、
女性的尊严。不论有无女性在场，这种行为的性质
都是一样的。”

从审美和人类伦理的层面来看，女性乳房是女
性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对于生命贡献的伟大母
性所在的一种象征。乳房，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生
命哺育者”。无论是英雄、伟人或者平民百姓，有哪
一个人不是吮吸着母亲的奶水长大的？对于子女而
言，母亲的乳房是伟大的；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
女性的乳房又何尝不是居功至伟？因而，乳房是神

圣的，任何的亵渎和
践踏，都是在颠覆人类
的道德伦理。

当然，相信商家制作这样的“女胸蛋糕”，不过
是利益驱动，而并非是刻意地去侮辱女性。但这
种商业行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已经在
事实上对女性尊严构成了亵渎。

这样的商业噱头并不少见。前些年，就有媒体报
道称，某地市面上流行一种烟灰缸——烟灰缸底部画
着一个美女的上半身，而缸上的豁口处正对着美女凸
起的胸部。据介绍，这种烟灰缸叫“美人烟灰缸”，28
元一个，比普通烟灰缸要贵一些。不过顾客很买账，
尤其受到一些男顾客的欢迎。不知潇洒地把烟灰弹
向“美女乳房”的人，以及分享“女胸蛋糕”的人，可曾想
到，这样“好玩”或者“猎奇”的结果，意味着什么？

在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中，乳房在人们心目中的
地位理应是崇高而理性的。玛莉莲亚隆在她的《乳房
的历史》一书中写道：女人们整洁、勤俭的这些品质，
直接反映在用母乳喂食上，“乳房成为社会文明的象
征”。有些东西是不能拿来炒作的，“消费乳房”的结
果只能是人性堕落，这是底线的放弃和自我的放逐。
一时一次的“消费”可能算不了什么，但令人警惕和担
忧的是，长期缺乏管理规范的人性欲望消费会失去边
界——对于这种有悖于公序良俗失和商业伦理的行
为，有关部门难道不该管管吗？ 鱼烟罗

“蚁族”与向下的青春
谁都避不开受教育，受良好的教育是件好事，而教育

的社会目的正于此相对应，是要造就于社会有用有益的
人。一个人选择受高等教育有多种原因，作为社会分层
中的个人，穷人家的孩子上大学，是期待能有一个向上走
的青春，一个比父母现状好的未来。

而现实总是大于设想、幻想，现实不能虚构。青年群
体成长语境中的“蚁族”向社会传递的是辛酸和无奈，民生
语境中的“蚁族”则凸显着这一群体产生的某类根源。据
学者调查，“蚁族”中50%以上来自农村，20%来自县级市。
也就是说，七成以上的“蚁族”来自农村和县城，来自省会
和大城市的“蚁族”不足7%。他们是典型的“贫二代”，很
多家庭年收入不超过5万元。（3月22日《中国青年报》）

没有主动的“蚁族”，只有被“蚁族”。被“蚁族”，被窘
迫，隐喻的是上下两代人的命运，折射的是社会变迁。父
母那一辈艰难了一辈子，现在又轮到子女这一辈了。在
现有的社会结构条件下，总体资源的稀缺与需求指向的
错位，形成了“蚁族”的生态。就是说，缺少了向上流动的
路径，才有了众多“蚁族”向下的青春。“蚁族”就像觅食的
蚂蚁一样，为生计忙碌，疲于奔命。他们吃的是倏忽即过
的青春饭，没有可靠的生存保证。他们能够积蓄的自身
能量极为有限，社会总共也没为他们留下多少可供选择
的有效的发展资源，因此，多数人身上的精神标签所显现
的除了匮乏就是无望。

“蚁族”是父母与“蚁族”自身痛苦的代名词。多数家
庭做出经济方面的牺牲，让子女上大学，是为了受过高等
教育后能获得较好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补偿所做的投
入，以补偿受过损伤的心理。但是，这种期待却在两代人
身上落空了。他们种下了希望，收获了挫败。当他们对
照其他社会群体的价值选择和公平公正理念时，心理上
产生的是价值的被剥夺感。

相比于父母一辈，“蚁族”受到的是较高的教育。作为
“蚁族”，他们已放低了“身段”，其权益诉求都是一些基本
的民生诉求，他们不再是社会骄子，只期望能有平等的工
作机会，只期望能有良性的社会流动机制。以这个角度
言，从互利出发，如果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其他群体能对

“蚁族”施以援手，帮助他们，也就等于帮助了自己，也就等
于解决了一个几乎不可解的社会难题，并减弱社会各群体
之间的撕裂之声。这种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急切等待
有心之人以社会公益之名、以社会公平公正之名，认真去
做，快些去做，能多做一些就去多做一些。 今语

恐吓嚣张“疫苗门”

《广州日报》报道，山西实名举报“问题疫
苗”的陈涛安收到恐吓短信：“疫苗的事情如果
你不管了，我们老板会事后给你五万块感谢
费。如果你执意要管，我们老板花钱找人砍你
一条腿还是很容易的……”受害儿童家长也收
到恐吓短信：“疫苗的事情如果不闹，我们老板
会事后给你十万块钱；如果你执意要闹，我们
老板花钱找人砍你一条腿还是很容易的”。

胡锦涛反复强调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
是以人民利益为重。在山西“疫苗门”事件中，
假如哪位公仆偏偏忘了或偏偏不肯实践这一
指示，那么，不但百姓不会答应，相信党和政府
决不会坐视不管。 吴之如 文/画

工程在对外招标时，竟被人以一枚假冒公章成功中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