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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击花钱”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
话题，它就像一幅存在已久的图画，每到
年底，就会被人们再加上一些缭乱的笔
墨。年末的一个月中，各级政府在2008
年花掉 1.5 万亿元，2009 年花掉 2 万亿
元。而今年，财政部门不得不在余下的
近两个月中确定超过3.5万亿财政资金
的去向。（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

突击，这完全是个军事术语，意谓
军队进攻时集中兵力、火力对敌人进行
急速而猛烈的打击。突击一词显示语言
弹性，与花钱结构在一起，组成短语“突
击花钱”，就是快花钱、猛花钱的意思。

“突击花钱”只能是官府行为，而不可能
风行在民间。因为斗升小民居家过日
子，哪敢“突击花钱”，还过不过了？再
说，即便不差钱，钱又不扎手，只要思维
正常，没有失去理性，干吗要以突击的形
式胡乱花出去？

政府部门为什么要在年底“突击花
钱”？正规的说法是为了执行预算。因
为“如今不仅有预算编制，还有预算执
行。如果预算没有执行完，财政就要收
回，必然会影响第二年的预算编制”。湖
南省文化厅一位官员把话如是撂明。

钱这东西，在什么时候都是一种稀
缺资源。说钱多，都是相对的，因为钱多时，花得
也多。“突击花钱”，其潜在心理是，不花白不花，花
了不白花。政府部门大多宁可花钱也不愿意省
钱，这是因省有什么用处、对己有什么好处？花掉
的钱可以转化为光鲜的GDP和显赫的政绩，而省
下来的钱，除了上缴再没别的作用。因此，对于各
政府部门而言，把本年度的钱在年底前突击花完，
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一项“重要任务”。

当下，许多活生生的现实已大于虚构。“突击
花钱”，说穿了，就是个笑话，比笑话还笑话。时至
年底，广州网友“音乐虫子”突然发现，家门口被修
路搞得“灰沙飞扬，路面坑坑洼洼”，可仔细看看，
整个浩大的工程只不过是“把旧砖挖出来，又运了
一些新砖回来铺上”。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都说败家子儿如何如何，看看过往的败家子儿，哪
有这么败家的？

年初预算足，才促成年底突击花。也就是说
一些部门原本就没有想省着花钱，已留好了“突
击”的空间。“突击花钱”的逻辑实际就是“花光预
算”的逻辑，这一逻辑里面又隐含着腐败的逻辑。
一到岁末年终，宴请、庆功、表彰不断，吃喝、游玩、
送礼成了“突击花钱”的重要领域；更何况，如此的

“打点关系”，才能“跑部钱进”，明年拿到更多的财
政支出预算，年底有更多的钱以备突击花销。这
赫然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腐败循环系统。

一边是诸多的民生欠账，一边是“突击花
钱”，这使得吝啬与大方的概念有了新解。不用上
纲上线，不用唱高调，就是按良知来，按礼义廉耻
来，能不能把钱“突击”花在失学儿童、贫困人口、
孤寡老人身上？孩子老被撞死，其景惨不忍睹，能
不能发下善心，把钱“突击”花在接送孩子的校车
上？宁愿年底糟践了，也绝不给老百姓办点好事，
这是怎样的价值悖谬？

“突击花钱”是现实悲哀，再有钱，也不能这
么花。因为“突击花钱”，它急速而猛烈地“突击”
完公帑这种稀缺资源后，还会“突击”掉公权力的
公信力，“突击”没了民众对公平公正及未来前景
的期待。 今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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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2年起，山东省17市将全面开
展PM2.5(粒径小于2.5微米的细微尘颗
粒)监测。将加强更加贴近公众感受的
指标监测，从2012年起将开展大气能见
度监测，把天空呈现“蓝天白云、繁星闪
烁”作为评价大气环境质量的描述性指
标，能见度作为重要技术参考指标，并每
月通报各市空气质量状况。（11 月 22 日

《齐鲁晚报》）
比之于环保部规定的 2016 年开始

在全国实施PM2.5监测，山东算是走在
了前头。这样看来，让环境空气质量评
价结果与民众主观感受一致起来，从技
术层面讲，并不难。凡事都在人为，易做
的事不去作为，就会反常为难事。

就像环保专家说的，将“大气透明
度”和PM2.5一起监测，将大大增强老百
姓的直观感，相当于“河流见鱼”。查了
一下词典，“霾”的意思是“空气中因悬浮
着大量的烟、尘等微粒而形成的混浊现
象，通称阴霾”。真得感谢老祖宗，发明
了“霾”这个字。都阴霾天气了，有人还
置常识于不顾，把它说成是轻度污染，这
等于说是让人们“浊流见鱼”。而大白天
见鬼的事，怎么有可能？

霾的核心物质是空气中悬浮的灰
尘颗粒，其中就有 PM2.5。PM2.5 是可
以进入肺部的细颗粒物，对人体健康和
大气环境的危害最大。细微尘本身的有
毒有害物质可以被血液和人体组织吸
收，并伴有多种有毒元素和多环芳烃类
化合物等强致癌有机物。生命就在一呼
一吸之间。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

愿，不去做许多事情，但不可能不呼吸。而且空气
对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人尽管能量有大小，但在
同一地点，所呼吸的空气质量不会有什么差异。呼
吸道疾病、过敏性疾病、癌症等健康问题，一直都在
困扰着人们，而情绪和心情的纠结等社会层面的问
题也随着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凸显出来。因此，阴霾
天气问题，不仅是环境伦理问题，亦是社会学问题。

与更早的过去不同，现在的区域性灰霾天
气，多数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为结果，就是污染
的制造者用不道德手段不断增加大气污染，使得
天空浑浊不堪。只有正视问题，才有可能解决问
题。开展PM2.5监测就是正视问题，但让天空中
呈现“蓝天白云、繁星闪烁”的关键是减排，只有排
放少了，污染物浓度降低了，生态环境好转了，空
气质量状况才能够真正得以改善。

与山东相比，即便是其他一些地区也跟上
来，全面开展PM2.5监测，也是属于落后了。但可
能出现的情况是，一些地区，尤其是那些大气污染
严重的地区，压根儿就不想见贤思齐，而会对开展
PM2.5监测能拖一天就算一天。这是因为，弄早
了会感到面子过不去，形象过不去，最重要的是会
感到个人政绩要受损。 伊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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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带着问题、带着课
题、带着具体的任务，才可能
有更加深刻的感悟、洞见。

同样是因公出国，可
以学习借鉴他人之长，商
谈合作事宜，研究某个前
瞻性课题，却也可以借机
旅游玩乐，甚至打着前者
的旗号得着后者的实惠。
这便是公众诟病的“出国
考察热”。

国务院法制办公布
《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
意见稿)》，为堵住这一漏洞
而设定制度红线。规定“政
府各部门不得安排无实质
内容的一般性考察和培训，
减少因公出国(境)团组、人
员数量和在国(境)外停留
时间。”这一规定，的确切中
因公出国弊端的要害，无实
质性内容，出国干什么？其
实就是不干正事。

那么，什么才是有实
质性内容？恐怕还需要有
清晰的界定和具体的制度
规约。否则，笼而统之，说
了也白说，执行不了。

有意味的是，在实质
性内容的有无之间，有一
个灰色地带。这就是“树
立世界眼光”。因为在这
样一个经济全球化、世界
多极化时代，眼光只是局
限于国内，是干不好中国
的事情的。不谋全局者不
足以谋一隅。

那么要树立世界眼
光，就得首先走出去看一
看。很多人说，走出去，即
使不带什么题目、任务，也
能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使
我们思考问题时多一个视
角。那么，这种随便走走
看看，算不算实质性内

容？如果算，实
质 性 的 成 果 体
现 在 哪 里 ？ 如
果不算，领导干
部多出国走走，
又 确 实 能 长 见
识，经常出去和
不 出 去 就 是 不
一样。

这就要对
实 质 性 内 容 的
边 界 进 行 廓
清 。 对 具 体 的
公务洽谈、专项
培训、前瞻课题
研究需要规定，
特 别 是 对 这 种
单纯长见识的考
察，尤其需要明
确规约。比如，
不能到与考察目
的无关的国外旅
游风景名胜地、
娱乐场所等地方
去，考察归来要
有翔实的考察成
果报告，即使是
观光见闻心得，
也得有独到的见
识，使公众知道你此行非
虚，多有收获。

事实上，这种随便走
走看看长见识只是一种低
层次考察。正所谓“一具
体就深入”，只有带着问
题、带着课题、带着具体的
任务，才可能有更加深刻
的感悟、洞见，所树立的世
界眼光也不是那种浮光掠
影、走马观花式的肤浅印
象，而是有深度、有厚度、
有独特角度的眼力。这样
的世界眼光，才是发展的
中国最迫切需要的。

乔子

大风揭露什么是豆腐渣工程
11月22日，北京遭遇大风天气，首

都机场 T3 航站楼 D 区屋顶局部被强
风吹开，机场方面称事故未对机场安
全运营造成影响。据悉，T3航站楼金
属板去年12月曾被风掀开，而首都机
场扩建指挥部相关责任人此前曾表
示，T3可抗12级大风。(11月23日《京
华时报》)

令人无语的事实再一次证明，大
自然最是铁面无私，让一切豆腐渣工
程无所遁形。号称能抵抗12级大风的
工程质量，就这样先后两次在大风中
被掀翻，轻而易举地戳破了所谓“高标
准设计、高标准施工、高质量要求”的
美丽诺言，成为绝妙现实的黑色反讽。

回眸过去，“情节”是惊人地相
似。2009 年 7 月 23 日，某市遭遇一场
罕见暴风雨袭击。暴风雨中，一座未
交付使用的电视塔轰然折断。同月25
日，国道213线汶川段彻底关大桥桥墩
被山上飞下的巨石砸断，造成桥面捣

毁，桥上7辆汽车连同桥面一起坠下河
岸，都汶公路中断。而随后，国道213
多次因为暴雨中断，“生命线”成了“生
病线”……大自然的威力无穷，在有些
特定的时刻，是人类不可抗的。但同
样的问题一次次发生，工程质量连一
场暴风骤雨都经受不住，这无论如何
不能归咎于大自然。

很显然，被大风掀翻的工程或者
被暴雨冲垮的公路，只是工程质量不
过关的另类表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但在这种偶然的背后是一种必然。“千
里长堤溃于蚁穴”，任何一个魔鬼的细
节都足以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只是催生
安全事故的诱因或许会由一场大风转
换成其他的因素。因此，我们应该感谢
大自然突如其来的这一场大风掀翻了
工程质量的谎言，掀翻了工程管理者的
面子，并一次又一次为工程建设敲响了
警钟。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大自然

的“个性表演”之后，有关方面不是痛
定思痛举一反三真正吸取教训，而是
忙于自证清白寻找借口推诿责任。
2010年12月10日，因遭遇10级强风，
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屋顶局部金属板
被掀开。首都机场表示，经修复的屋
面不会有安全问题。首都机场扩建指
挥部副总指挥反驳对工程质量的质
疑，称T3航站楼的建设标准能抗击12
级的风力。言犹在耳，号称没有质量
问题的“问题”却再次发生，这让人情
何以堪？

百年大计，质量为本。要让这样
的标语口号真正从墙壁上走下来，高
悬在监管者的头顶上，走进工程建设
的每一道工序中，成为殚精竭虑如履
薄冰的工程建设准绳，就必须建立质
量事故问责机制，迅速查处并展开严
厉的事故责任追究，不能白倒了一座
豆腐渣，也不能让大风白当了一次质
量监督局长。 一谈

多名学生投诉学校“派捐”

沈阳九成乞丐拒绝政府救助

位于沈阳市时尚地下楼梯处，一
位女子抱着不到一岁的孩子正在乞
讨，沈阳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上
前劝说，但该女子拒绝救助，工作人
员只好送来棉衣和棉帽。

近日，记者随同沈阳市救助管理
站工作人员巡街一天，街头乞讨的流

浪者无一人愿意去救助站。有的撒
腿就跑，有的摆手称影响生意。

在五爱街附近，一名60岁左右的
乞讨者说：“你们那儿不让抽烟，不让
喝酒，我可不愿意去。”工作人员留下
衣服被褥离开。工作人员说，他们也
发现过，个别流浪人员对送去的御寒

用品有不使用和烧掉的现象。
对于乞讨者拒绝救助一事，工作

人员分析，有的乞讨者一天就能赚一
二百元，远比在家务农赚的钱多，而
去救助站就得被送回家，等于失去了
赚钱的饭碗了。

王 铎 绘

破解“菜贱伤农”难题亟须回填空心村
今年入秋以来，“菜贱伤农”的故

事不断上演，土豆、白菜、大蒜、生姜等
品种轮番登场。

对“菜贱伤农”原因的追问，犹如
一层层剥开卷心菜的叶子，最表面显
露的是信息不对称、流通不畅等，但看
看这些滞销的大路货菜品，往里细剥
就会发现，根本原因还在于越来越多
的农民在种植“懒庄稼”，即由于农业
生产太累、比较收益太低，很多农民不
愿意加大投入进行精耕细作。这种要
素的投入包括生产资料的投入、劳动
时间的投入，以及智力的投入(如对生
产的统筹规划)。再往里剥，最后显露
出的是农村越来越空心化，绝大多数
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留下的是妇
女、儿童和老人，维系中国农业生产的
劳动力非老弱即妇幼。即使建立了全
国联网的农产品信息平台，这样的农
业劳动人群，又怎么能够很好地利用
信息，并选择生产行为？

于是，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
实：越来越多的农民逃离土地，逃离农
业生产，作为留守在农村的农业生产
经营主体的老弱妇幼农民，他们既没
有提高生产经营水平的积极性和能动
性，也缺乏知识能力去提高生产经营
水平。“菜贱伤农”的现象年复一年地
重演，所不同的只是农产品品种的变
换，棉花等大宗农产品也不时加入其
中。据一位曾多次去蔬菜主产区调研
的专家介绍，菜农大多没有多少文化，
也不会上网，没有渠道了解全国的种
植情况和价格信息，都是到这边问问
种植大户，到那边问问收购商，这种建
立在信息碎片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必
然是跟风种植，农民是闭着眼睛砸自
己种植产品的价格。

近年来，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对“三
农”的投入力度，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
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同时，随
着工商资本的进入和合作社的发展，

一些地方农业生产的组织形态在发生
变化，规模化、集约化程度逐步提高。
但是，总的看来，农村“小生产、大市
场”的矛盾依然突出，农村空心化所产
生的一系列症结依然存在。

为此，我们首先必须想办法打破
农村空心化的困局，吸引一些有知识、
懂经营的人才加入到农业生产队伍
中；其次要通过政策环境让农民觉得
从事农业生产有尊严、有利可图，农民
才会有意愿、有办法提高规模化水平、
获取市场信息、通过合作缩减中间链
条、提高价格谈判能力、规避市场风
险；最长远目标当然还是要吸引工商
资本“务农”，而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只
需要从事生产，不必兼顾决策、管理、
营销，从而成为真正的“职业农民”。
只有这样，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防止农
产品价格大起大落的政策才不会落
空，“菜贱伤农”才不会年复一年成为
政府和农民的揪心事。 宽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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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
傻
﹄

媒体报道新疆油田
物资供应总公司配备豪
华车辆，中石油回应称，
爆料中提到的车辆有两
部分别购置于 2001 年 2
月 和 2005 年 9 月 ，折 旧
后，目前净值分别为 16.2
万元和 7.58 万元。并称
由于新疆地理情况的特
殊性和安全要求，车辆的
配 备 一 般 高 于 内 地 标
准。（见《南方都市报》）

对于有钱人或因垄
断而暴富的有钱团体来
讲，炫富本来就不足道，
然而，犯傻式的辩解可就
更不可以了。

面对媒体质疑，中石
油先是辩称由于新疆地
理情况的特殊性和安全
要求，车辆的配备一般高
于内地标准。然而，你

“傻”，老百姓不傻，按照
你的逻辑，我们可以类
推：新疆的各行各业都是
工作、生活在一样的海平
面，是不是都应该“仿效”
阁下，豪车一把？或者烦
请中石油代行国家有关
部门拟定一个方案，以后
把新疆单列开来，对超标
准配车“网开一面”？

面对媒体质疑，中石
油的第二次辩解则是回
应称：爆料中提到的车辆
有两部分别购置于 2001
年 2 月和 2005 年 9 月，折
旧后，目前净值分别为

16.2万元和7.58
万元。我觉得
这个辩称显得
更 傻 更 天 真 。
刻薄地说，那是
在侮辱大众的
智商。既然中
石油喜欢算账，
那我们仍然以
算账法类推之，
彻底粉碎中石
油的“犯傻”：其
一，上个月，汽、
柴油最高零售
价格每吨均调
降 300 元，也就
是每升降了两
毛四，如果扣除
物价上涨、人民
币贬值等因素，
大众是不是可
以 对 此“ 伪 降
价”不承认、不
领情呢？其二，
法院审理贪官
的 账 款 、赃 物
时，是不是也应
该考虑物价上涨或下调、
人民币贬值或升值等因
素，在量刑时予以“充分
考虑”呢？还有其三更有
其四的论据。

其实，在下并非“抬
杠”上瘾，而是中石油给
出的理由实在是过于“犯
傻”，那咱何不也大智若
愚一次啊！

党贺喜

放
宽
社
团
登
记
具
有
破
冰
意
义

广东将从行业协会商
会入手，推进社会组织体
制改革。从 2012 年 7 月 1
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
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
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
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
部门申请成立。(11 月 22
日《南方日报》)

此举有诸多亮点，尤
其是放宽社团登记。比如
有两个细节值得关注，一
是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
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
二是积极推行“一业多
会”，引入竞争机制。

民间社团登记颇为不
容易，要么找不到业务主管
单位，即便找到了，但在同
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
围相同或者相似社会团体
的就不能登记。如今，社会
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
成立，且推行“一业多会”，
无疑给民间社团登记注册
开辟了更加宽敞的通道。

不完全统计，在日本
平均每400人有一个非营
利组织；在美国，平均不到
200 人 有 一 个 非 营 利 组
织。而中国目前的基数是
4000人。

社团过少，民间组织
无法获得合法登记，难以

光 明 正 大 地 运
行，这必然伤害
市 民 社 会 的 培
育。近年来，我国
的民间社团不断
发展壮大，在环
保、慈善、艾滋病
防治等方面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成
绩，但是相较于发
达国家的社团数
量以及社团力量，
仍然有太大的差
距。

当然，除了
改善社团发展的
制度环境，还需
要信任社团，放
手让社团运作和
行动。以广东的
社会组织为例，
尽管一直走在全
国的前列，但统
计显示，85%的社
会组织还未承担
政 府 转 移 的 职
能，91%的社会组
织还未得到政府
的购买服务。这
种局面，既有社团自身的
原因，也与政府相关部门
不想、不愿、不敢放手让社
会组织参与有关。

淮川

山 东 力 明 科
技职业学院学生
吴洪(化名)反映，
该校一名女生 18
日在使用洗衣机
时被绞伤手，已经
住院手术，学校因
此 发 动 大 家 捐
款。“为了同学，我
们也想捐款，可是
不 想 被 强 迫 捐
款 。”小 吴 反 映 ，

“班里老师开班会
说，每个班、每个
学生都要捐，每个
班 说 是 要 捐 款
2000 元。我们都
觉得难以接受，毕
竟我们都交了很
多学费，家里都不
宽裕。应该由学
校尽力救助学生
才是。”。王 铎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