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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而为 量力而行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将“改善民
生”放在突出位置。改革深水区、社会转型期，这八
字民生观，意味深长。

民生问题，关乎千家万户。我国有1亿多小学
生、5000多万初中学生，背后是超过3亿的家长群
体；我国老年人口数超过整个欧洲老年人口之和，

“4—2—1”的家庭格局让更多人面临赡养压力。可
以说，从成长到养老，每个人的一生，都与“民生”二
字紧紧相连。对于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
党，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怎能不积极而为？

因为庞大，更显复杂。正如有人所说，中国各
地发展阶段，囊括“三个世界”，跨度超过百年。区
域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群体差距……差异
性，使每一地、每一步都面临不同的“发展语境”。
比如农民工问题，对中西部流出地，表现为留守儿
童和老人的问题；对东部流入地，则是权利保障和
社会融合的问题。根据情况，量力而行，同样重要。

“积极而为”与“量力而行”结合，才能更好地保
障和改善民生。以医改为例，国家层面高度重视，
多次提出总体意见；各地根据不同情况，探索适当
路径：有 20 多亿元地方财政收入支撑的“神木模
式”，也有贫困县走出的“桑植探索”、“蓝山经验”。
即便面临“最高难度”的医改，北京也在“宁要微词，
不要危机”的宗旨下，跨出建立门诊医生工作站、预

约挂号等改革的一步又一步。
从方法层面看，积极而为，是顶层设计，调动财

政、制度、社会等各种资源，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
问题；量力而行，则是因地制宜，根据不同情况、不
同发展阶段，有多大能力就解决多大问题。在涉及
最广大人群、最广泛区域的民生政策上，这二者结
合，尤为重要。

不仅是方法论，“积极而为，量力而行”更是负
责态度和科学精神的统一。无论是就业、教育、社
保，还是医疗、农民工、保障房，这些领域莫不面对
欠账较多、财力有限、头绪繁多的问题，莫不需要以
极大勇气和担当推进改革。也正因此，才更需要实
事求是、尊重规律，在闯关之路上走稳走好。

实践中，“积极而为”与“量力而行”，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没有了积极而为，量力的天平上，困难
容易压倒条件，量力而行反变成“量力不行”。而如
果没有量力而行，积极而为就可能成为“极端而
为”，好心办坏事，适得其反。

回首中国改革发展的历程，从“杀出一条血
路”、“摸着石头过河”，到科学发展、包容增长，都隐
含着积极而为与量力而行的哲学。不仅是在民生
领域，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大格局
中，同样需要把握好两者的辩证关系，才能把中国
带入更美好的未来。 金苍

讹人讹了白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作
恶零成本，还能得到高收益？在有的地区，这或
将成为过去。

17 日，全国第二届好人论坛“搀扶老人的
道德与法”举行。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
明办主任顾作义在会上透露，广东正在修订完
善省人大提请的见义勇为保护条例，诬告见义
勇为者将被追诉法律责任。（12月19日《鲁中晨
报》）

在当下社会，非但好人难做，而且往往是好
人做了好事后就要作难。18日上午，南京市一
位轿车司机将一名在建邺路农贸市场门口跌倒
的老太太扶起，不料竟遭老太太冤枉，诬称是救
她的好心人撞了她。幸亏有众多围观者纷纷站
出来向警方作证，为好人叫屈，这位司机才未被
讹住。要是没人看到，那司机就是浑身长满嘴，
恐怕也难说清了。正与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
鹤案和金华吴俊东案三大轰动一时的案件一
样，见义勇为行为面临种种窘境，其中之一，是
追责诬告见义勇为者，还是放任他们？这问题
拷问着现行司法制度下的逻辑思维。

可以说，人性中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
面，这是由人性的善恶二重性所决定的。在利
欲诱惑面前，出现把握不住自己的人，人性就会
变得丑恶。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世上没有为
恶而作恶的人，有的都是企图从恶中取得利益、
快乐、名誉而为之的。老太太也好，其他讹人者
也好，他们都是思恶之人，都欲做无本万利的买
卖。多数情况下，他们能顺顺当当地得手，这就
又激励了那些想效法他们的人。老太太因有证
人质证没得手，只不过是自感倒霉而已，敲诈不
成对她而言也无任何损失。

别人帮助他，他却讹人家。这不过是整个
社会道德溃散的一种共生现象。无论是怎样的
恶行，无疑都会有惩治的手段。因此，重要的是
相关部门得想出办法，修补制度的缺失。不但
让思恶者无利可图，而且还要受到应得的惩
罚。就像广东所做的，尽快完善见义勇为保护
条例，诬告见义勇为者，不能诬告完了什么事都
没有，他们不但要受社会道德谴责，更要负法律
责任。

讹人者在其行为过程中，显然是丧失了人
的尊严感。他们没有尊严，但是那些见义勇为
者不能没有尊严。追诉诬告者的法律责任，既
是还好人以尊严，更是用法律手段匡扶正义、伸
张正气，维护社会的公正公平。追诉诬告者的
法律责任，虽然不能完全保证再也不出恶人，但
可以预见，那些恶人会对法网有所忌惮。在要
付出很大的违法成本的压力之下，恶人会愈来
愈少。最起码，也会比现在要少。 今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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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必须关照青年人的内心，谁能精
确捕捉他们的兴趣所在和情感脉搏，谁就能成
为市场的主宰。

《金陵十三钗》和《龙门飞甲》两部国产贺
岁大片在一年中最好的档期出击，首周末票房
成绩分别为1.5亿元和1.4亿元。其单日平均
票房远低于今年暑期档上映的《变形金刚3》

《功夫熊猫2》《加勒比海盗4》等好莱坞电影，
也低于去年同期的《让子弹飞》，仅比国产小片

《失恋33天》略高。以目前的势头看，《金陵十
三钗》喊出的“10亿票房”怕是要成空，两部电
影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能否冲破5亿大关。

平心而论，《金陵十三钗》是张艺谋15年
来最好的作品，无论在情感铺垫还是视觉呈现
上都很好莱坞化，说是行云流水也不为过。《龙
门飞甲》也是武侠大家徐克的回勇之作，他用
3D技术为武侠电影树立了新的行业标准。两
片的票房起势均未达到预期，固然有同天上
映、票房分流的因素作祟，但更重要的恐怕是
电影观众的口味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不是
一夜之间发生的，从之前好莱坞大片和国产电
影的表现中，都能找到一些蜕变迹象。

今年以来，好莱坞电影依旧强势，占据了迄
今为止票房榜前四名的位置，前十名中占了八
席。但并不是所有的美国片都能票房大收，中
国观众还是有自己的独特口味。票房前三名

《变形金刚3》(11亿元)、《功夫熊猫2》(6亿元)和
《加勒比海盗4》(4.5亿元)都是系列电影，靠前作
创下的威名和无敌的视觉效果来收获票房，其
剧情简单幼稚甚至混乱。而相对厚重的好莱坞
电影，比如说《哈利·波特大结局》《猩球崛起》《创
战纪》，即使有哈迷顶礼膜拜，即使有深邃的思想
和富有想象力的特效，票房也只能敬陪在几部
低智“打片”之后。这说明，面对好莱坞大片纵
队，观众最偏好“简单粗暴”的快餐电影。

国产片则呈现出“大片走麦城、小兵立大
功”的奇特现象。多年以来一直被视为票房定
盘星的古装大片，今年流年不利，质量平庸的

《关云长》《战国》固然败下阵来，特色显著的《武
侠》《白蛇传说》《鸿门宴》也没拿到理想票房。
这说明，以往的大片模式，不管是剑气纵横的
武侠，还是阴谋重重的朝堂，都已不能让观众
沸腾。《金陵十三钗》各项指标高配，《龙门飞甲》
的视觉效果也很震撼，但它们毕竟属于60岁左
右的导演按照经验和传统拍摄的电影，跟目下
的主流电影观众的口味并不十分匹配。

反而是一直被视为配角的中小成本爱情
片开始发力，《将爱》《单身男女》《失恋33天》
纷纷上演四两拨千斤的票房神话。究其原因，
80后和90后年轻观众正在成为最重要的观众
群体，他们不像自己的兄长和父辈那样背负着
沉重的文化包袱，他们在电影中寻求简单娱乐
和情感共鸣的目标相当明确，《将爱》的怀旧路
线，《单身男女》的争宠模式，《失恋33天》的疗
伤宝典，紧紧围绕年轻人的情感命题做文章，
虽然并非多了不起的作品，但贵在说了人话、
接了地气，就有海量的观众捧场。

青年人朝气蓬勃，就像八九点钟的太阳，
他们有自己的偶像和趣味，有独家的密码和
轨迹，他们正在通过买票强力干预电影市场
的走向，变化在今年赫然显形。未来一段时
间，好莱坞电影可能只要酷和打就够了，中国
电影则必须关照青年人的内心。形式大于内
容的大片模式肯定不行了，与年轻人有思想
和情感代沟的叙事模式也将不灵，谁能精确
捕捉他们的兴趣所在和情感脉搏，谁就能成
为市场的主宰。 青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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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中央党校国际
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表示，我国企业税费负
担过重。“如果说现在让我办一个企业，社保费率
占工资的50%，再加上所得税等，肯定会倒闭，90%
的企业不偷税漏税可能会倒闭。所以如果说在增
值税率不降低、小微企业的税收不降的情况下，如
果加强现在的手段，对一些民营制造业、小微企业
包括一些服务业，将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新
京报》12月21日)

90%的企业不偷税漏税可能会倒闭，这并非危
言耸听，更非鼓励企业主偷税漏税，倒反证了企业
税负过重的严峻现实。《人民日报》11月14日报道，
一名企业主“做梦都盼着减税”，他一年摸爬滚打下
来，公司能赚120万元左右，但“17%的增值税，每年
本应缴50万~60万元，由于我这里安排了13名残
疾人就业，每人每年能享受3.5万元的退税，因此只
需缴20万元左右；25%的企业所得税，每年12.5万
元；城建税、教育费附加、车船税，每年5万~8万元；
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费每年30
万元。算下来，每年得缴70万元税费，到手的净利
润只有50万元，大约58%的利润缴了税！”

“大约58%的利润缴了税”，委实惊人！税费
过高，企业必然举步维艰甚至倒闭。我国中小企
业平均寿命仅为2.9年，每年倒闭100万家，这比
起欧美国家企业的寿命动辄十多年乃至数十年，
差距实在太大。

中小微企业非正常倒闭，多害而无一利。企
业主受伤了，急于就业的年轻人慌了，国家税收也
少了。哲人说得好，“征税的艺术就像从鹅身上拔
毛，既要多拔鹅毛，又要少让鹅叫。”不能让中小微
企业继续处于水深火热中了，对它们的拯救需要
多策并举——

积极减税。中央刚决定，自11月1日起，上调
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同时对金融机构与
小型、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不
少地方将增值税的起征点由原来的月销售额
5000 元调整为两万元。这对小微企业是重大利
好。当然，减税的步伐还可以更大一些，种类可以
更多一些，尤其要警惕减小税增大税。另据周天
勇测算，2009 年企业税外收费 2.19 万多亿元，占
到当年6万亿元总税收的1/3，估计这几年的数据
会更高，所以减税的同时还应减费。

公平对待。日前，温家宝总理赴江苏视察困
难企业，有企业主反映，现在银行放贷利息偏高，
放给大企业一般是基准利率，放给中小企业则在
基准利率上还要上浮 20%或 30%。银行嫌贫爱
富、嫌小爱大不是新闻，但如此厚彼薄此，实属傲
慢。中小企业需要公平的从业环境，银行应一视
同仁，正如温总理所称，金融机构要同企业更好地
联系，金融家应当是企业家，不能把企业当成唐僧
肉，而应该是伙伴关系。

公平还体现在真正贯彻落实“新36条”，不只
是鼓励民间投资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和教
育、医疗等领域，还要充分还原它们进入这些领域
的权利，少制造障碍，少设置门槛。

适当扶持。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建
议，对于利润率低的企业，政府可以对“四险一金”
实行财政缴款，或部分由财政缴款。今年 1~11
月，全国财政收入97309亿元，同比增长26.8%，政
府财力完全有能力这样做。

美国扶持小企业的做法也值得借鉴：美国相关
政府部门积极帮助小企业成长，为其提供资金通道
并削减税收；为企业家举行融资论坛，与政府高层和
投资者共商融资渠道；推动区域性创新集群，加速技
术的商业化。此外，还防止企业兼并阻碍创新等。

约束权力。耶鲁大学金融系教授陈志武表
示，一些地方政府面对税收压力时，开始给当地民
营企业家更多压力，让其以捐款等不同方式支持
地方政府，逼得很多民营企业家跑掉。

温总理希望中国要有“乔布斯”，要有占领世
界市场的像“苹果”一样的产品。苹果公司也是由
一个微型企业逐渐成长的，如果不断改善我们的
体制环境，积极鼓励创新，谁敢说那些名不见经传
的本土小微企业里没有“乔布斯”？谁敢说小微企
业不会变成大“苹果”？ 王石川

教育功能
不能是捡芝麻丢西瓜

“猫捕鼠，犬守门，人无职业，不如猫犬”。 这
是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一本线装小学课本上的第
一篇课文，并配有猫捉老鼠、小狗看门的生动插
图。一十八个字，道出了生命的庄重。和民国课本
被大加褒奖相反，目前中小学的教材编写，却因德
育功能被放大、离传统文化越来越远等而屡遭批
评。（12月19日中国广播网）

教材编得好坏，全在于编教材的人道德文章如
何，有无文明的价值观。有材料可以证明，民国年
间，编教材的人多是学贯中西，不急不躁不离道，人
心淡定。正像有人说的，教材的编著是民间的，无
关权贵，透着民众皮肤上的冷暖，不居高临下，不繁
文缛节。仁、义、礼、智、信，情趣，家国之源、江山之
远、永恒之义，多在平白明净的故事之中。

而现在的地方教材编写团队人员的学问学品
学养，则很难和过去的老先生们相比。有的省份，
一些编者是那种区教育局的教研员。编写者得到
了一个编写权，然后转包给另外一个人，这另一个
人就拉着其他人东拼西凑编成了一个教材。

课本教育为的是什么？冯友兰先生说，真正的
教育的目的，是在于使人知人的应该是什么，并且
使人照着“应该是什么”去做。教育是“超越知识的

教养”，课本应有最真实可信的文本，不能掺杂半点
的虚假。每一堂课的教育都是立足于对人的终身
发展有益，而不能误人子弟。误人子弟的教育，即
是误尽苍生。

与教材编写一样，当下的课堂教育所看重的是
功利性，因而它忽视对人的关注，也就是对孩子的文
化关怀。有了功利性，就会只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
接受能力，而抑制他们创造能力。有了功利性，课文
中虚构的情节、夸张的情绪往往受青睐，被评价为真
情实感。这实际上是放大着形式主义，无视甚至于
鄙视真实。长期接受这样的课文教育，势必造成学
生思维能力的退化，语言感觉的钝化。孩子们在课
堂上学着空话、套话，在社会上亦是张口就来。

课本离普遍的文明价值越来越远，教育愈来愈
功利化，实际上是教育的异化，是教育走向了教育
目的的反面。就像一位网友说的，当下的教育就
是：弄一盆芝麻让孩子在那一粒一粒往外捡，最后
把孩子都捡傻了，而旁边就有一个西瓜却视而不
见。教育的逻辑是让受教育者变得有智慧，而不是
得到智慧的反义词。失败的教育带来的结果不仅
仅是使孩子变傻，也使得社会的未来变得更加不可
预期。 伊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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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是一只麻雀,一只中国社会的麻雀。
解剖好这只麻雀,分析好这只麻雀的病理,

对整个体育系统,对其他行业系统,对整个中国
社会,都将有积极的作用。

记者在丹东采访时,当地友人问,和别的大
案要案比起来,足球假赌黑案看起来金额不是
很大,涉案人员级别不是很高,为什么大家这么
关注,这么多媒体“围观”法院?

是啊,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系统的集体坠落,从上至下,

肆无忌惮。关于这个系统的坠落原因,媒体、专
家已经做了很多分析,体制、监督、道德等等。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小的一个足球,汇集了一
个完整行业的全部要素。

这只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而把它分解开
来,某个环节的毛病却有些眼熟。足球的“唯
出线论”,同经济领域曾经有过的唯GDP论,教
育领域依然存在的唯升学率论,本质上没有什
么不同。而南勇们亦官亦商的身份,不仅在足
球之外并不少见,与“红顶商人”似乎也有相通
之处。足球犯的毛病,或多或少都可以在其他
行业找到相似之处。进而言之,那足球整体上
的困局呢?

足球是中国相对媒体最关注的行业之一,
在众多媒体的强势“围观”下,它依然彻底崩溃,
这又是为什么?

从记者了解到的情况,足球产业这一块,可
以带来不小的利润,但比起大部分产业来说,足
球只是一个江湖地位并不高的“小弟弟”。那
么,在百分之三百甚至更高的利润面前,我们如
何抵御这种诱惑。

从哲学上的解释,解剖麻雀是一种方法
论。运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就是对一种有代表
性的事物进行剖析,就像把麻雀解剖一样,去看
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与整体发
生关系。结论可推广到类似事物。

那么足球这只麻雀,解剖结束之后是否可
以推广?

各行业各色人等,在茶余饭后拿着足球当
谈资的时候,可否扪心自问,足球的毛病,我们
有么? 树文 李丽

临近岁末,随着市场持续下跌,股民对股市的信
心直线下泄,股民愈发“伤不起”。一项最新的统计
显示,目前“玩”股票的人越来越少,在100个股民中
仅有不到5个人还在操作股票。与此同时,A股市场
上也惊现一批“僵尸股”——一天下来交投极其清
淡,无人问津。(12月20日《扬子晚报》)

上周沪指跌破2200点,创近三年的新低；而沪市
成交量也萎缩到400亿左右,市场人气极其低迷——
100股民仅5人在炒股,这是股民在用脚投票。

2007年以来,沪深股市新开户数屡创历史新高,
8800万、9000万一个个被突破,大有全民炒股之势。
这既有投资者投资渠道少的原因,也因为证券市场
是个没有时空观念的游戏,大家都来玩击鼓传花的
游戏,也都相信自己不会是最后一个参与者。股民
的疯狂给上市公司、券商、基金公司带来了滚滚财
源。但全民炒股无疑是不正常的。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句话,每个证券
公司都会把它贴在非常醒目的地方；证监会前主
席尚福林说“股市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玩的”；证

监会现任主席郭树清也说“低收入人群不适合炒
股”。今年以来,内地证券市场不断走低,成交量萎
靡不振。12 月 19 日,上证综指盘中最低探至 2165
点,创出 33 个月以来新低,比 2001 年时的市场高点
还少80点。

业内人士分析,近期股市出现量价齐跌的情况
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股市本身的机会主义和短
期化倾向比较普遍,从监管层来说,近年来每年都有
巨额增发,不利于股市的长久健康,并在很大程度上
强化了股民的投机心理,需要检讨；二是来自实体经
济的忧虑,对通胀压力和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使得
市场缺乏信心。

只有对股市进行必要的改革,监管层加大对证
券市场秩序的整顿,继续改进监管手段和方式,严惩
操纵市场、欺诈上市、利益输送、虚假披露等违法违
规行为,培养人们风险意识和信用意识,这样等到资
金面、政策面积极信号出现,以及外围市场的转好
时,“僵尸”账户才会“复活”,A股才有可能健康良性
发展。 曾春光

青岛聂磊涉黑案首次开庭，本已答应发给旁听证，但出
发前半小时，即将到手的证件被临时“冻结”——庭审前夕，
青岛数家本地媒体记者有了如此遭遇。此次庭审对媒体的
谨慎态度同样令诸多律师不满。在记者的现场采访中，诸
多律师对此表示不满。对青岛市民来说，这是一件大快人
心的案件审理，没必要对媒体进行封锁。作为一起公开审
理的案件，应对媒体持开放态度，在庭审过程中媒体的监督
是必需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焦海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