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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五粮液涨价的不生气与生气
北京多家超市称收到五粮液厂家的提价通知，

每瓶提价幅度高达50元。五粮液给出的提价理由
之一是“为满足消费者身份需求”。分析称公务宴
请、节日送礼是高端白酒最主要的消费支撑，这部分
消费群体对于价格的敏感度相对较低，而“满足身份
需求”却十分刚性。——《新京报》12月14日

其实，各位“愤青”对这条消息用不着一触即发，
高端白酒涨价早已放出此起彼伏的“氢气球”借以探
测民意反映了，早前有媒体报道说，云南市场的茅台
酒每瓶涨了20元，近日又有消息说茅台酒也已断货。

对五粮液涨价之感慨，若套用鲁迅先生当年的
话语来，那很简单：“我不生气”！

我“不生气”是因为，我从来不喝白酒，“酒色财
气”，饮酒尤其是白酒乃“四害之首”。在这点保健养
生学上，我做得很到位，

我“不生气”是因为，即使我遭遇霸权式“敬酒”
而“被喝酒”也鲜见五粮液的影子。与其关心五粮液
涨价否不如关心蔬菜、肉蛋之类的刚性需求涨价或
者涨得过快否。

因此，就小我而言，对五粮液涨价“我不生气”！
因为，无良（五粮）与我如浮云。

不少网友很生气，我觉得，实在是太没必要！认
为五粮液给出的提价理由之一是“为满足消费者身
份需求”，这是在欺世盗名或者又想当什么又要立什
么贞洁牌云云。我觉得，厂家不会也不可能拿出一
个不值一驳的理由来“搪塞”大众，行涨价之实。你
也别太自恋了，人家说的“消费者”未必就是你，你何
必愤愤然不平也？换言之，即或是每瓶降价50元乃
至60元你就能喝得起？你就是五粮液的指定消费
者？我觉得五粮液的涨价理由话糙理不糙，“为满足
消费者需求身份”，这是一句极有用的话，是说给公
款和大款们听的，是抓住了“两款”的软肋而主动出
击的，是中国国情与市场需求相结合的涨价“天理”。

搞清楚这里面的关系后，那么，作为一个纳税
人，我还是会“间接”生气的。现如今，一个无法破解
的悖论就在于，羊毛偏偏不会出在羊身：喝酒的不一
定掏酒钱，不喝酒的未必不掏酒钱！公款喝下去的
五粮液里有我的哪怕是万分之一的纳税钱，我不能
以稍稍的生气证明我的不麻木吗？ 党贺喜

巩义孝南村掀起基层民主改革潮
核心提示

随着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村干部队伍因缺
乏监督导致的村官腐败频发，正在成为引起基
层群众不满和威胁执政基础的重要隐患。如
何破解这一难题，跳出“半拉子民主”怪圈，全
面实现“基层民主”显得尤为重要，这也将是整
个中国农村未来发展必将遇到的重大问题。
然而，在如何突围，如何解决这一发展中矛盾
的关键时刻，河南省巩义市孝义街道办孝南
村，积极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

亿元村之殇

邙岭绵绵，伊洛水寒。清晨，深冬的阳光
刺穿薄雾，撒在巩义市孝南村 3.5 平方公里土
地上。数不清的刺眼阳光线条，犹如一把把利
剑挑起了这个宁静小村庄的顽疾。

此刻，挑疾疗伤在这个拥有近8000口人的
村庄已上演了近三年。顽疾仍未全部刺破，伤
痛仍在持续。但人们看到了，这个病态的村庄
在治疗中的希望。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孝南村犹如一个体魄
强健的青年，他用博大的胸怀和勤劳的双手创
造出了一系列奇迹。然而，辉煌仅代表过去，
未来仍需继续努力。

在那个没有经典自己开创经典的时代，激情随
时也会死亡。人生如此，孝南村也未能逃过此劫。

这个地处邙山脚下，洛河之滨的小村庄，
自古以来从不缺乏故事。古时这里曾发生过
田氏三兄弟哭活紫荆树的感人故事，诗圣杜甫
的故乡也在巩义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国 4
大军工企业之一的孝义兵工厂就在此地。

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殷实的经济基础，奠定了
孝南村在改革大浪潮中的快速发展和迅速崛起。

上世纪 80 年代，在改革的大潮中，锐意进
取的孝南人激流勇进，大力发展村办企业。耐
火材料、机械制造、化工等十几家村办企业蒸
蒸日上，经营红红火火。当时，一个巩义碱厂
每年就能向国家上缴2000多万元利税，十几家
村办企业风风光光地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
孝南村迅猛发展的集体经济吸引了全国关注
的目光，当时的江苏华西村曾组团专程到孝南
村学习经验，时任省市领导亲临孝南视察，并
对孝南的实践给予充分肯定。

孝南村一时间名扬天下，犹如一个炙手可热
的名人，被闪耀的荣誉光环包围着。“全国百强
村”、“河南省第一个亿元村”、“河南省明星村”。
这些光环、鲜花、赞美声，使孝南人深切地体会到
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可在闪耀的荣誉背后，这
个村庄的掌舵手失去了前进的航向。把这个“明
星村”引领到了深深太平洋之中，虽在大洋中奋
力挣扎自救，可最终被经济大浪潮所吞没。

孝南村的辉煌成了伤心往事，孝南村群众
的心蒙上了一层厚厚阴霾。

“半拉子民主”之痛

历史抛给孝南村很多机遇，同样也给予孝
南村众多光环和荣誉。但无情的经济浪潮袭
来时，把掌舵这个亿元村“航母”的舵手及水手
推翻至浩瀚的大洋深处。

痛心、悲情、黯然出局的孝南村由此步入
了发展低谷。

翻阅孝南村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造成这一

切的原因均由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半拉子
民主”。

孝南村一位老村民说：“孝南村的前半部
分历史是辉煌的，中间部分是悲壮的，后半部
分是充满希望的。但愿这后半部分不再有血
泪的悲壮，要是再像中间那部分，掌舵手和水
手都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记者在调查了解中得知，辉煌中的孝南村
有了钱后，一些人开始飘飘然起来，小富即安、
小富即满的思想开始蔓延。村干部们公仆意
识淡化，廉洁自律思想防线被金钱的利诱所冲
垮，民声怨声载道，问题矛盾接踵而来，孝南村
陷入了混乱状态。

自从 1998 年至 2008 年的 10 年间，村里乱
成了一锅粥。当全国推出实施农村民主直选
之后，一时间争当村支部书记，争当村主任的
激情场面在孝南村上演开了。然而，一个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选出来的干部进行
监督，这成了一个软弱的“盲区”。没有监督，
基层民主只是走了一半。变成了“半拉子民
主”。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一些民选出来
的村官，不为选举人着想，而是谋私利，农村的

“民主选举”理念越来越受到村民们的怀疑。
短短几年光景，孝南村换了5任党支部书记，多
位村主任。这其中的村干部有被判刑的、被处
分的，还有被开除党籍的。

村民对村干部失去了希望和信心，基层党组
织和基层政权受到了严重创伤。民主自治，在孝
南村被演绎成了“民众重伤”。这也深刻地反映
出了中国“村官”队伍履职的好与坏，将直接影响
中国农民群众的生活。

这种选举后没有监督的状态，曾被民政部
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农村处处长王金华称
为“半拉子民主”。他说，长期以来，人们用“民
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来形
容村民民主自治，四个“民主”里，选举是基础，

“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选举上，后三个‘民主’
却不太协调、不太平衡”。

纵观整个孝南村的发展，令孝南人悲痛的
问题就出现在此。“半拉子民主”之痛，深深地
伤到了孝南村的发展筋骨。

小村庄里的改革风暴

2008年7月27日，这是一个值得孝南人记忆
的日子。停滞混乱了10年的孝南村，迎来了新的
掌舵人和水手们。彩虹丝带漫天飘舞，锣鼓齐
鸣，新一届村执政者面对全村近8000口人的豪言
壮语和铮铮誓言，令村民们听后激动不已。

他们看到了希望，沉没在浩瀚大洋中的
“航母”开启了发动机。

然而，此刻静静蹲守村委会大门口的一些
村民却面无表情，抽着闷烟。他们怀疑这个已
被开启的发动机是否会再次熄火，就算不熄
火，会不会把他们载向更深的太平洋海底。

焦虑、徘徊、迷茫仍笼罩着这个小村庄。
孝南村党支部书记景合营和村领导班子

虽然雄心壮志，但面对这个烂摊子心里也是一
凉一惊，他们想不到情况竟然那么复杂，可既
然挑起这个担子了，就不能放下，更不能松
劲。必须干下去，不然对不起全村父老乡亲。

舵手景合营先给这艘开启的“航母”订了
个前进航线。他提出了“三重精神”。即孝南
村今后的发展首要做的就是“重聚人心、重振

精神、重振雄风”。“三重精神”的提出和实施，
让孝南人统一了思想，找回了发展的勇气和拼
搏发展的劲头。

紧接着，景合营又提出“抓治安、保平安、
优环境、促发展”的思路。抓最棘手的问题，解
决矛盾最大的事情，并且还围绕村里提出的

“百万激励机制”，这更大地激发了村民们的干
劲和激情。

为增强群众的遵法、守法意识，他们还邀
请了律师到村里讲普法课；邀请郑州市委党校
教授开展宣讲活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

巩义市孝义街道办纪工委书记李明昌，在
接受采访时说：“孝南村通过这一系列活动的
开展和改革措施，改变了群众的思想观念，解
决了矛盾，打击了歪风邪气，为经济发展扫除
障碍，有效地保障了‘航母’顺利前进的道路。”

小村庄掀起基层民主改革潮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征
地租地、招商引资、集体资产承包转包、新农村
建设等重大村务活动日益增多。与此同时，村
民参与村务管理、监督“村官”权力的意识越来
越强烈。虽然，农村都有村级民主理财小组、村
务公开监督小组和纪检小组，但是由于职能比
较分散，在工作中形不成监督合力。同时，由于
这些小组都从属于村两委，不能形成对等的、相
对独立的监督制约关系，导致一些农村仍然存
在着监督水平不高、监督不规范，制度落实不到
位等问题，影响了农村的发展稳定。

在这方面，景合营和村“两委”班子都看到
了问题的所在。他们在孝南村的危机中探索出
了一条“突围”路子。让权力置于阳光之下，大
胆接受群众的监督。景合营上任第三天便成立
了“孝南村党务监督委员会”和“孝南村村务监
督委员会”（简称“小监委”），提出加强党务、村
务监督，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请群众“挑刺”。

巩义市政协委员、孝南村党务监督委员会
主任李成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次
启动监督机制是形势所迫，发展必然，对孝南村
稳定局势、统一思想十分重要。小监委，主要用
来督察孝南村的党务、村务及民主理财的执行
情况，要求阳光操作、公开透明，对群众反映的
热点、焦点、难点问题进行曝光和展开调查。”

“小监委”
成立后为群众
办的第一件事
就是，解决当时
村里的放贷，贷
款企业欠息拖
三 年 不 还 问
题。为摸清底
数，“小监委”成
员成立清算小
组，认真核对十
几家企业与村
里签的贷款合
同，经逐笔核查
共 欠 息 138 万
元。随后，开始
逐 一 上 门 追
缴。对于仍耍
赖拖欠的，采取
停发村民福利，

张榜公布等手段曝光，仅用了两个月就追缴
95%，截至目前138万元拖欠集体三年的利息已
全部收回。“小监委”初战告捷，群众欢欣鼓舞，也
看到村“两委”真心为民办实事的决心。

事关民生的问题，都是“小监委”要办的大
事。2009 年 5 月 6 日监委会接到群众投诉称，
在安东小区有人私建 33间车库。孝南村村委
副主任李滨江带领调查组实地调查，发现情况
属实。最终按照程序，坚决将个别群众私自建
的33间车库安全拆除，维护了大部分群众的利
益，老百姓拍手叫好。

在村里拆迁上项目方面，村监委会主任李
成立为了维护群众利益，硬是在研讨大会上跟
村领导班子拍桌子瞪眼。最终，给村民争取到
了最大利益，村里的拆迁方案被多次搁浅。虽然
影响到了企业的发展，但是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这一点，让刚招商过来的企业家王
兴洲大加赞赏。他说：“企业的使命是为这个社
会，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我们不能不顾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去发展，这违背了企业的使命和责
任。虽然拆迁是为企业今后更好地发展，但影响
到了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宁愿不去拆。”

孝南村“小监委”在解决部分村民违规“吃
空饷”问题上也打了场“漂亮仗”，最终把155户
不符合规定的人员剔除。监委会敢唱黑脸，说
真话、实心塌地为群众办实事，群众心服口服。

“这可是关系到当
事人切身利益的事，你
唱黑脸害怕不害怕？有
没有阻力？”记者问李成
立。“怎么会没阻力呢，
剔除一个人可是让他每
年少领 1000 多元的福
利，但黑脸总要有人来
唱，要都不敢唱黑脸这
工作怎么开展？”李成立
说。据李成立介绍，在
处理该问题期间，也有
人送礼、要请吃饭，有的
还托人说情，但监委会
成员都坚决拒绝：“按照
规定办！”“阳光是最好
的防腐剂，你只要敢把
事情放在阳光下操作，
没有什么事办不好的。”

这就是李成立和他带领的监委会成员最深刻
的感受。

“村里的钱更要管好，一定要让老百姓放
心。”李金鹏是孝南村代村长，受孝南村党总支
书记景合营委托管理村财务。李金鹏结合村
里支出实际，想办法、定规章，规范村财务管
理。三个人把管着村里的监督公章，三个人意
见统一，然后才能开启公章箱子启用公章。这
些新措施的推出，不仅规范了村财务管理，堵
塞了漏洞，还有效节约了资金。

巩义市纪委常委、监察局副局长侯松强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9年至2010年8月份，
巩义市纪检监察系统共查处农村基层干部 35
起，涉及经济问题的 24 起，给予党纪处分 27
人。小监委的成立，有效地解决了基层矛盾。
特别是在农村基层‘三资’管理方面，起到了很
大作用。村情实现了由乱到治的蜕变，信访总
量下降了，群众满意度提高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部门的一项调查，也
表明这是一个共性问题。调查显示，许多地方

“四个民主”发展不均衡，选举时，省市县乡都
成立了专门领导机构，每个村都有五六名包村
干部驻村指导，以保证选举顺利进行，但在指
导村民行使其他民主权利时，重视程度明显不
够。因对村干部缺乏有效监督，财务不公开、
决策不民主、管理不规范而引发的村民上访事
件不断发生。

河南省纪委农村党风室主任吴云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委员都是群
众选出来的，候选人可由村民代表大会或村党
组织提名，也可由村民自荐或联名推荐。“监委
会”行使独立“监督权”，凡与农民群众利益密
切相关重大事项必须全程监督，还要监督村级
财务管理、集体经济合同、项目招投标和村干
部履职等情况。发现村干部有损害村民利益
的行为，他们可以当即批评纠正，也可以直接
向上级纪委报告。当村监委会与村委会的决
定不一致时，将由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大会民
主决定。截至目前，河南省5.06万余个行政村
（社区）都逐步建起村务（居务）监督委员会。

如今，巩义市孝义街道办孝南村，通过自己
的探索，走出了一条富有中国式的“基层民主改
革”路子，开启了民主自治新历程。他们在农村
基层民主自治过程中，利用权力的相互制衡，走
群众路线，维护和提高了党在农村基层的建设
和执政基础，引领了时代发展的新浪潮。

本报记者 李明德 通讯员 王安龙

操作刷票操作不来真实的感动
继宜春市组织社会公众为

入选央视“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
物候选人评选”的三位宜春候选
人投票之后，这个市有关单位再
发投票通知，此次是号召公众为
入选第八批“中国好人”候选名
单的宜春市候选人孙富媛投
票。这则刊发于9日的通知被网
友发现于宜春学院官方网站。
（12月11日《山东商报》）

什么人是好人，是一种道德
评判。评选“中国好人”的意义自
不用说，它无非就是搭建一个寻
找平台，找到让公众信服的好
人。好事就是善事，利他之事。
习惯于在生活中只做好事，且不
亏心、不做坏事的人，才称得上是
好人。好人都淳朴、善良，甚至于
平凡、卑微，在现在这个浮华、浮
躁的年代，好人身上的好已成为
一种稀有的精神品质。因为稀
缺，所以更显得宝贵。像挖玉一
样把他们找出来，于世道人心，于
传承传统美德，无疑都能起到良
好的作用。

“中国好人”评选，是要从广大
的地域里找到能感动公众的好
人。它原本是公众自发参与的道
德评选，公众可以说是这场活动的
主体。所谓自发参与，就是民间参
与行为是自由的、自觉的，而不是
被强行、被组织的。有关单位介
入，行政行为成为活动的主导，这
是将公权不适当的乱用。组织人
员刷票，这是公然作假。再好的事
情，一掺假就会变味。无论你说得
再好听，找的理由再堂皇，假的就
是假的，做假就是欺骗，即使是贴
上文明建设的标签也没有用。不

夸张地讲，将一个求真求实的行为
偷梁换柱，很不体面，很无尊严，是
对评选公正性的亵渎，是对好人这
个概念的糟蹋，是对候选人及未来
当选人的污辱。

组织人员为“中国好人”榜
候选人刷票关乎组织者的诚信
品质。无信则不立，良好的信用
环境仅靠公众的自觉行为是不
够的，需要有完整的信用体系整
体运作。有什么样的鸡才会下
什么样的蛋。弄虚作假，是一些
人的习惯性心理使然。什么事
都作假，就会什么事都做坏、做
砸。信用破产，是操守的缺失，
亦是人格的破产，对社会只有危
害，而无失毫的益处。再则，组
织刷票的行为，是气量狭小的人
不恰当地放大自己的地域概念，
是本位思维作祟，是官员的政绩
冲动，是人性自私的表现，即便
是在传统文化架构之中，也是最
糟糕最不堪的一部分。

刷票行为刷不出真心，刷不
出真实，亦刷不出民意。在有些
人看来，已进入操作时代的本
土，似乎什么事情都可以任人操
作。操作感动，这又为难看的操
作行为添一胜景。只要社会的
存在里有潜规则运行，只有社会
运转机制虚假而不透明，只要行
政主导的行为不讲信用，恶性的
操作行为就始终会有它自身的
空间。可以说，虽然此次刷票的
操纵者的行为怎么解释都毫无
道理可言，从做人的方式看怎么
看都不像是好人，但这样的闹剧
并不会只此一幕，尽管表演的方
式可能会一变再变。 伊 文

自2007年以来，青年学者廉思组
织的课题组对蚁族进行了持续跟踪调
查。课题组今年在蚁族数量较多的北
京、上海等大城市同时展开调查，形成
了第一份全国范围的蚁族生存报告。
此次调查有一些新发现，主要有：随着
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日趋严峻，蚁
族的学历层次上升；蚁族向上流动困
难；五成蚁族否认自己属于弱势群体
等。（12月10日《中国青年报》）

蚁族概念表达的是一个特定人
群在这个年代的生存状态。从社会关
注度上讲，他们由一个鲜为人知的群
体，经过各种声音的喧嚷，在今日成为
了广为人知的群体。从认定的意义上
说，蚁族既是辛酸的“自称”，又是带有
调侃意味的“他称”。确实如此：蚁族
如蚁。那些多聚居于城乡接合部的大
学毕业生们，如蚁一般渺小，如蚁一般
为生计奔波，如蚁一般孤立无援，如蚁
一般被社会忽视忽略。

在转型社会的矛盾纠结之中，
蚁族的集体困惑与焦虑似乎没有尽
头。一堆堆的问题得不到解答，他
们也就很难相信有什么好的未来。

他们生活在具体而又有多种缺失的
环境之中，生活在各类不如意之中，
有时还生活在情绪的愤怒与怨恨之
中。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理想和
追求，但不得不经受现实残酷的碰
撞。阶层之间的观念冲突在他们身
上有强烈体现，与其他人群沟通难度
增加，心里彼此隔膜，使他们更有难
以摆脱困境之感。由于接受了良好
的教育，蚁族对社会的诉求，既有和
整个草根阶层一致的地方，有又相异
之处。许多蚁族的自信心并未消失，
他们渴望向上走，希望通过艰苦的努
力，改变个人现实处境。

社会上向流动存在一些先决条
件，其中之一是教育的普及，它是促
进上向流动的重力所在。通过寒窗
苦读加上个人的努力，最易实现上向
流动。社会学家波普诺说，所有的社
会都处于完全开放和完全封闭之间，
它们都包含一些自致地位和先赋地
位。那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获得
的地位叫自致地位，那种由出身指定
的地位叫先赋地位。可以说，蚁族上
向流动的路径之所以愈来愈窄，就在

于他们只有自致地位，而没有先赋地
位。而“官二代”不用怎么拼搏，只要
血统好，父母的权势管用，也就自然地
拥有了先赋地位。阶层之间流动愈
快，社会愈有生气和活力。但是，在权
力主导生活机会的情况下，因蚁族拥
有很少的社会资源，又处于弱势的位
置，所以上向流动更加困难。可以说，
好爹好妈主宰重要社会资源的社会，
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的社会，封闭因素
对阶层起着继续固化的作用。在这样
的环境下，少数人社会地位的上升是
以多数人的下降为代价，甚至是以剥
夺其他人的生活机会为代价。

公平与公正，是每个社会成员
的诉求。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
公平皆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不公
平不公正，是一代人的怕。处在弱
势地位的蚁族们最怕什么？最怕的
就是不公平不公正；最怕的就是社
会阶层固化，上向流动的路径为之
堵塞；最怕的就是输在人生跋涉的
起点。那样的话，他们中的一些人，
恐怕是一辈子都要提前被这可怕的
现实压倒了。 今 语

近日网络上蔓延开来的“拼爹”流行语，生动
展示了社会转型期的“二代”问题。笔者看来，“拼
爹”时代拼的主要是权力。当前“恨爹不成刚”（取

“我爸是李刚”之意）的流行，折射出多少年轻人的
无奈与叹息。“拼爹”泛滥成灾，其恶果就是直接
加剧了政治腐败、社会阶层固化，从而带来社会
不稳定。要改变“拼爹”愈演愈烈，必须让民主
与法制上位。这样，人们遇到问题会直接寻求
法治途径，而不是“找爹”。 杨亚军 付业兴

村监委会公章装在这个小箱子里，三把钥匙三个人管理

孝义街道办召开的村务监督会现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