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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兑醋究竟勾兑的是什么
近日，山西醋产业协会副

会长王建忠在接受采访时爆
出：市面上的山西老陈醋95%
都是勾兑醋。醋精本身不含
营养成分，勾兑比例掌握不好
的话，还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此论一出，舆论哗然。（据8月
7日《广州日报》）

随后，山西醋产业协会回
应：山西所产老陈醋、陈醋全部
是纯粮酿造，根本不存在醋精
勾兑，但按照国家标准，食醋允
许添加防腐剂苯甲酸钠。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
酱醋茶。”醋与老百姓的日常
生活休戚相关，不管是酿造
醋，还是勾兑醋，老百姓关心
的是食品安全，怕的是一些不
良企业为了蝇头小利，置百姓
生死于不顾地挣昧心钱。而
一旦事情败露，则又颠倒黑
白、欲盖弥彰，剥夺老百姓的
知情权。政府部门从维护地
方形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
方面的考虑，不顾事实真相，
与企业沆瀣一气，助纣为虐，
从而丧失了公信力。

要取信于民，首
先企业要有社会责
任，敢于归还老百姓
的知情权。企业公开
生产流程和工艺流程
（涉及商业机密的除
外），按行业标准组织
生产，丁是丁卯是卯，
是好是坏，让老百姓
自己选择。

要取信于民，其
次政府要增强公信力，
不能为了地方和小集
团的利益，歪曲事实，
朝三暮四，信口雌黄，
忽悠百姓。不能被动
的“监”，还要主动的

“管”。要牢记为民宗
旨和人民公仆职责，成
为老百姓可亲、可敬更
可信赖的政府。

要取信于民，还
要增强约束力，对企
业和政府行为进行监督，防范
行政行为的滥用。在互联网
高度发展的今天，对新闻事实
任何形式的封堵和遮盖无异

于螳臂当车，蚍蜉撼树。无论
是三鹿、双汇，还是达芬奇、味
千拉面都印证了这一点。

“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
即负国何忍负之。”食品安全

作为一个良心活，是在拷问商
人对于社会公德和自我道德
的约束，以牺牲道德来换取利
润，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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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成功捷径选择之道
核心提示

受进入门槛、资源分配、阶层固化
等因素制约，当代草根摆脱他们底层身
份的路径愈来愈少。网络走红改变了
一部分有才华平民草根的生活，但网络
不应该成为平民草根走向成功的依赖
途径，更多的人需要通过踏实工作和勇
敢创业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由平民草根一夜之间变为明星富
翁是很多人的梦想，在 20 世纪八九十
年代，只要有勇气有魄力，这个梦想就
不难实现。然而，在进入21世纪之后，
知识经济、网络时代到来，“白手起家”
的机会已经明显不如20世纪那样遍地
都是，我们不得不为草根阶层担心：在
当代社会阶层固化明显的前提之下，成
功似乎会离平民草根越来越远。

拼搏或炒作：
草根成功路径选择

近些年草根阶层成功的路径无外
乎两类：一类是走寻常路线，靠着自己
的辛苦努力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然后借
助合适的市场时机创业，实现利润翻
倍，这类人比较沉默，很难有巨大的社
会影响力。创业者一直在践行着“天道
酬勤”这句古训，他们思维活跃、善于创
新、行动果断、百折不挠、能很快地接受
新鲜事物，而且大多数人有着技术工作
经验，例如百度总裁李彦宏，创业之前

在技术岗位上甚至做出了重大发明。
相比较于创业者，借助于网络一夜

走红的草根明星其经历更为符合“传
奇”的要义，也更体现了网络时代的特
点。例如“旭日阳刚”、“芙蓉姐姐”、“奥
巴马女郎”等网络名人，他们通过走红
网络而名利双收。试想，在“旭日阳刚”
组合走红之初，其演唱视频获得了几十
万次的网络转载，大量的媒体记者进行
跟踪报道，还有什么样的新闻能达到这
样的传播效果？

草根出身的明星大量出现无疑预
示着中国泛娱乐时代的来临，这些草根
明星大多富有才华，善于利用自己的比
较优势抓住机遇。不过，值得注意的
是，通过网络走红的草根明星，大多摆
脱不了“炒作”或者“被炒作”的嫌疑。
毫无疑问，互联网技术的革新使得信息
成本迅速下降，而平民草根作为理性
人，面对极低的成本之下可能获得的极
高收益，都会有“炒作”的激励与冲动，
况且在网络受众之中，的确存在着由大
量怀有猎奇或窥私心理之人构成的庞
大需求市场。其实，类似炒作以期获取
名利与成功的例子自古就有，并非今人
首创。姜子牙直钩钓鱼，陈子昂闹市摔
琴，唐代卢臧为求入朝为官而故意隐居
终南山。古人为何这般？其中重要的
原因就是在千里马和伯乐之间缺乏顺
畅的沟通渠道，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
人才市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网络媒体的炒
作放大了信息传递的增益效应。由于
媒体与受众之间信息不对称，该种条
件下的信息传递极易造成信息扭曲，
这就导致很多网络草根红人昙花一现
后迅速沉寂、很多草根事件事后被证
明是虚假的。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
既然知道一些网络事件是虚假的，为
什么那么多媒体(甚至包括知名媒体)
会采用这一新闻素材？新闻报道的基
本要求不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
吗？答案在于媒体也符合理性经济人
假设，在这个浮躁逐利的时代，新闻真
实或许并不是媒体的终极目标，而点
击量、发行量、收视率才是。

如此看来，网络实在是一把双刃
剑，媒体炒作也有智慧和愚蠢、高雅和
低俗之分。对于部分有着真才实学、
良好动机的平民草根来说，通过网络
走向成功不失为一种捷径，这也为国
人所易于接受，相信每个人都能感受
到“西单女孩”的坚强与乐观。但是，
作为草根平民的大部分，还是应该理

性选择自己的成功之路，网络毕竟只能
造就相对少数的成功者，何况当前民众
对于网络的信息信任度正在下降。对
于草根平民的更多人来说，需要的是脚
踏实地地工作与坚韧不屈地创业，网络
炒作是应该被摒弃的行为。

阶层固化下的草根崛起

诚然，社会学家所说的阶层固化，
已经在现实中出现。或者说，中国社会
的创富机会，已经向富裕阶层集中，具
体表现为富者愈富，贫苦草根的代际遗
传。这一现象的出现，大致有三个原
因：一是当代现实中的社会资本全能
性，财富、权利、教育机会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相互转化，垄断了过多优质资源，
导致平民草根无法分享；二是当代创富
的资本门槛、知识门槛很高，只有极少
数人才有机会进入市场；三是阶级之间
的互不流动，阶层内部的认同趋向明
显，成功人士和平民草根之间存在着巨
大的隔阂。

草根们必须摆正心态去面对这一
现实。之所以强调正确理解成功和摆
正自身心态，是因为心灵建设对于当前
社会草根阶层确有必要。对于那些几
乎失去上升机会的草根民众而言，其负
面情绪强烈。近些年，青年人因压力过
大而自杀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无不暴
露出我国社会的急功近利和心灵脆
弱。古罗马皇帝奥勒留在《沉思录》中
劝诫：一个只把握那么少的东西却过着
宁静生活的人，会像神一样地存在。日

本名流福泽谕吉也认为一个民族的崛
起始于心灵的改变，政治制度和经济增
长只是其次。

对于渴望成功的平民草根而言，一
方面，不应该因畏惧困难而放弃创业。
年轻人更应心存希望与梦想，创业的难
度增加并不意味着创业已然不可行，当
代 80后创业成功的案例不胜枚举。另
一方面，对于成功，社会需要新的解
读。对于网络时代的成功，不应再以单
纯的定额的物质标准来衡量。过分追
逐名利是社会整体浮躁的体现，草根阶
层如果将成功与名利直接挂钩有百害
而无一益。可喜的是，很多当代年轻人
已经接受了新的成功标准，他们不再为
名利的巨大包袱所累，认为成功可以是
平凡的，能够享受自己富有个性的生活
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草根创业的风光不再并不意味着

平民草根的世界末日到来，如若摆正心
态正确看待网络的影响，学会控制欲望
与审视灵魂，让内心变得强大，相信草
根们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踏实工作，走
向自己梦想的成功之境——那将是一
片完完全全自身专属的精彩天地。

当今病态的成功观的
种种表现

从 1978 年以来 30 多年的改革开
放，尤其是最近 20 年市场经济体制建
设的实践，使中国社会从当年的物质匮
乏、人民普遍贫穷的不良状态，转换为
社会物质丰富、人民逐渐富裕的良性状
态。但无需讳言的是，市场经济负面影
响在这个过程中也日益呈现，一切向钱
看的价值取向颇有市场，极端个人主
义、享乐主义逐渐流行开来，行为失范，
理想失落，成为我们社会的病态症状。
幻想一夜成名、一朝暴富的浮躁心态和
功利取向，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和
矫正，反而在不良氛围和恶俗媒体的误
导下，成为常态。当年的金钱万恶，现
在成了金钱万能！真可谓物本高扬，人
本失落。于是，人生价值何在？成功应
当如何理解？居然成了需要重新反思、
重新定位甚至重新定义的严峻问题！

其实，什么是成功，并不是一个理
论问题更不是玄学问题，而是实实在在
的现实问题，是当下即是的实践问题。
在有的人看来，发大财、出大名、开名
车、住豪宅，是成功；在有的人看来，掌
大权、握大钱，是成功；在有的人看来，
领导信任、同事关系协调、家庭和睦、身
体健康、是成功；在有的人看来老老实
实做事，堂堂正正做人，身心两安，是成
功。

而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下 ，在诸多
负面价值理念的误导下，特别是在不良
媒体的蛊惑下，“成功”的内涵被歪曲，

“成功”的标志被篡改。赚快钱，走捷
径，成为某些人渴求的目标。因此，适
应这种社会状况的各种各样的所谓“成
功学”大行其道，泛滥成灾。

中国式成功观的典范
何处寻觅

为什么会是这样？理由千条万绪，
归根结底一句话：为了名利，不择手
段。从根本上讲，是畸形的成功观在作
祟。一些人津津乐道于“市场经济是眼

球经济”，是“出位”经济。因此，为了吸
引眼球，为了搏出位，为了大把银子，罔
顾礼义廉耻，丧失做人底线，无所不用
其极！只要能够赚钱，只要能够出名
(名可换钱)，他决不对自己说不可能。
相反，他要声嘶力竭地喊：我能！我
能！我能能能！哪管负了天下人！

其实，生而有欲，人之常情。物质
的、精神的、生理的，都很正常。问题
是，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具有道德礼
义良知，能够以礼节情，以道制欲。“发
乎情而止乎礼”，是自古以来的基本人
伦规范。如果不顾社会规范，放纵个人
私欲，人就成了物化的人，所谓成功云
云，就不能落在实处，就成了一片浮云。

立德、立功、立言以成就“三不朽”
的事业，是中国古代崇高的成功观。汉
代司马迁父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和实践，展现了
古人成功观的人文光辉。北宋思想家
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志向，承
载着一代志士的历史责任和时代担
当。南宋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的抱负，彰显的是民族
大义和历史意识。这些，都已超越了个
人利益的局限，国家民族、历史责任、时
代担当，成为贯穿其中的价值主题，是
中国式成功观的典范。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一度是激励和衡量人们成功的名言佳
句，但从现代公民社会公民意识的角度
看，它作为励志的理念固然无可厚非，
但也需要设定合理的边界，亦即首先应
该当好士兵，忠于职守，不缺位，不越
位，不要想入非非。只有这样，才能逐
渐获得成功。否则，结果可能适得其
反。安分守己，尽忠职守，是现代社会
获得成功的基本价值准则。

正确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正确
理解幸福人生的真谛，是获取成功的价
值前提。身安，心安，适合自己的才是
最好的，这类平凡朴实但却颇为深刻的
思想观念，应当成为衡量我们成功与否
的重要标尺。在矫正畸形成功观的时
候，在成功观被举世扭曲的时候，我们
应当坚持正确的成功观，不抛弃、不放
弃、不折腾；在争取成功的进程中，在漫
漫人生路上，我们应当培育健全的人
格，健康的心理，强健的体魄(三健)；在
面临诸多纷扰困惑、压力重重的时候，
我们应当放开眼界，放下包袱，放松情
绪(三放)。

总之，我们要追求成功，要不屈不
挠，但同时我们要老老实实做事，堂堂
正正做人。我们既要尽力而为，更要量
力而行，还要顺应自然。这样，我们的
成功观就比较合乎当今社会的现实，比
较符合价值理性，比较容易在实践中成
功。 据《人民论坛杂志》

“捂起来”
只能让舆论更焦虑

最近几件热点事件，炒得一地鸡毛：焦头烂额
的中国红十字会又被央视爆料，博爱项目曾借慈
善售卖保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故宫文物门”，
引爆了关于故宫存在模式的反思……

这些事件走马灯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各
领风骚三五天。若说最初大家还显得很亢奋，揭
露、调侃、咒骂甚是起劲的话，现在再看网络舆论，
不难发现一种痛中思痛的变化——忧国忧民者甚
是忧虑：如此下去，怎么得了？公众岂能容忍，这
一桩桩一件件，冲击社会正义的堤坝？公众岂能
甘心，就这样被“摁下葫芦起来瓢”的游戏所裹挟？

观察这些事件，一个最大的共性是：当试图对每
起闹剧“刨根问底”的时候，三五板斧就“刨”到一个共
同根源上——制度的弊病。如果管理制度层面不作
出针对性的回应，大家只能止步于“口水”，苦于无计
可施。这或许可以被概括为“追问到制度的困境”，几
年前央视记者张泉灵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就曾提出
过，只是这种困境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已。

这个问题解决了，纲举目张，各种乱象也就
没有道理层出不穷。这个答案也不难找，那就是
啃硬骨头，哪里出了问题，就从哪里开始改革！社
会问题的出现，与民众信心的建立，有时候就是一
场赛跑，出现问题，只要能够及时反思，力推改革，

“哪里跌倒哪里爬起”，信心就一定能够跑得赢。
现在的困境在于：关于改革，仍然说得多，做

得少。必须承认，大的体制改革太沉重，必须筹划
周全，“寻找适当的机会推动”；但在此之前，在一
些不十分沉重的领域，能不能多一些改革的气
魄？比如说红十字会，说白了就是一“民间慈善组
织”，管理机制能不能先改起来，除掉官僚化？比
如说故宫之类的博物馆机构，同样不算一级政府
部门，要不要赋予其如此不受监督的特权？比如
说中国体育的金牌模式，舆论一直在反思，管理机
制何以仍然纹丝未动？

如果讲改革难度，红十字会、故宫、中国体
育，是相对难度较小的单位，比起其他领域的改
革，触动的既得利益也应该算比较小。如果这样
一些单位问题连连，不断冲击社会信任，什么问题
都“捂起来”搞内部解决，民间舆论如何不焦虑？

局部的乱象很多，而“一揽子”解决的招数，就
是推动体制性改革——关于红十字会的管理方式、
故宫类机构的管理模式、竞技体育的管理模式……
这样一些难度系数相对低一点的改革被推到前台，
哪怕慢一点，分步走，在个别极端案例出现时，民众
也能够保持足够的信心。出了问题不下决心改革
它，不触碰它，它就必然会不断惹是生非。每一次事
件如同利爪一般给社会堤坝抓出伤痕，一道道伤痕
汇集起来，将是和谐社会不堪承受之重。 诗成

“不讲卫生”的肯德基
被谁惯坏了

据《证券日报》报道——在肯德基后厨里，用于
炸鸡的油4天才更换一次，其间每晚把油渣滤掉后第
二天继续用；鸡在水里简单过一遍还滴着血水就直接
裹面了，洗鸡的水浑浊了也无人更换；按规定应炸7
分钟的鸡翅不到4分钟就被捞出来，工作人员常把过
时食品随意更改日期再继续卖给顾客……

不仅仅是肯德基，在中国消费者面前，最近很
多洋快餐似乎在集中示丑。比如，与肯德基看上去
很有“兄弟相”的竞争对手麦当劳，也卷入了“面包
门”，同样暴露出种种令人不堪的卫生问题。肯德
基与麦当劳这种洋快餐巨头出现如此丑陋的变脸，
一定会让很多中国消费者觉得，肯德基门前那个外
国老头笑容里包裹的并不全是善意与温暖，从而感
叹“鬼子来了”之后的掠夺真是很可怕。

当然，有些洋快餐只能算是“假洋鬼子”，比如，
用猪骨汤精勾兑面汤的味千拉面，据说在日本只有
一家店面。只不过，戴上洋品牌的面具，就能轻易
骗取许多中国消费者的信任。类似丑闻还有很多，
比如美国品牌DQ冰淇淋是用国产冰淇淋加工的，

“进口果酱”只是由天津产的。打着洋品牌的旗号
装神弄鬼的事，在其他行业也发生过。前些天在家
居市场流淌的“达芬奇的眼泪”，更是让人们知道达
芬奇家具只不过是一种“意大利谎言”罢了。

种种洋品牌问题频出，已经传递出一种强烈的
警示信号，那就是消费者必须从对洋品牌的质量迷信
中走出来，不要以为洋品牌在给我们提供商品的时
候，身上就一定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在一个开放的时
代，是不应该轻易排外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就要掉
进崇洋媚外的消费陷阱。越是开放，就越要独立，这
种意识同样应该体现在我们的消费心态中。从频繁
出现的洋品牌质量危机中，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是谁
给了这些洋品牌甚至是“假洋鬼子”坑蒙拐骗的机会。

还是应该从我们自身进行检讨。事实上，很多
洋品牌在其本土都是老老实实、遵纪守法。但到了
中国之后，就逐渐变得一脸傲慢，仗着店大欺客，连
起码的卫生问题都搞不好了。这背后不仅有国产
商品不争气、国人对洋品牌盲目推崇的原因，更重
要的是，一些地方或部门在洋品牌引进与监管上一
路绿灯，甚至实行免检，以超国民待遇养肥这些企
业后，让其逐渐暴露出资本无耻贪婪的一面。

揭开长期缺乏监管的一些洋品牌的面具，现在
露出了一脸肮脏，让人们感叹“鬼子来了”的可怕，更
应该让人们明白市场不相信眼泪。中国食品安全问
题之所以长期乱象纷呈，也就是因为滋生于杂草丛生
的市场环境。而失去公平竞争与法治保障的市场秩
序支撑，不论是国产的还是外资的，都只会处于监管
失灵的状态，都会掉进劣币驱逐良币的投机陷阱。而
最后为之埋单的，却只能是无辜的消费者。 士兵



























“公开招投标”中有多少猫腻

湖南省长沙市工商局机关
大楼深陷招投标漩涡：获批
5300 万元总投资的大楼，实际
支出至少 8200 万元，其中绝大
多数项目，都远远超出、甚至数
倍于中标价。(8月8日《中国青
年报》)

如今，许多工程都实行“公
开招投标”：上海大火的工程是
公开招标的，杭州钱江三桥引
桥是公开招标的，长沙市工商
局机关大楼同样也是公开招标
的，但无一例外，它们都是腐败
工程。

上海“11·15”大火的教师

公寓外墙保温工程项目本是
必须严格执行公开招投标的
范畴。但在去年6月的实际操
作中，静安区建交委只拿出了
这个小区三幢楼中的一幢来
进行招标，还美其名曰“示范
点招标”。实际上，静安区建
交委主内定了由静安建总来
承接。随后，静安建总和两家
公司，提交了三份极为相似的
标书，代理公司、评标委员会
等参与此事的专业人士们，无
不清楚这是再明显不过的违
法“围标”行为，但静安建总还
是顺利地以最高分中标。所

谓的公开招投标，成为官员手
中的一场游戏。

所谓的公开招投标价，也
经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上
下其手，随意提高价格，国家蒙
受损失，而不法商人和官员从
中牟取暴利。长沙市工商局办
公大楼在《中标通知书》上，注
明中标价为1500万元。但在后
来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
中，则特别注明“本工程采用包
工包料承包，按实结算，总价下
浮的结算办法”，明显有意逃避
招投标法的规定。通过这种手
法，致使很多设备、安装、工程

等项目的招标均为“低中高
结”，结算价格均远远超过中标
价格。

《招标投标法》实施至今已
有十多年了，当初被大家一致
看好的这部法律，在实施过程
中，流弊丛生，已经到了好好总
结和反思的时候了。对于长沙
工商局的这场反腐，有关部门
不能仅仅查处个案了事，更应
当重视招投标过程中出现的种
种问题制定更加完善的措施和
进行更加严密的监管，让招投
标 真 正 公 平 、公 开 、公 正 起
来！ 杨 涛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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