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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先争优是共产党员的价值理念

有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就有什
么样的追求和行动。

从夺旗争星，到承诺践诺评
诺，各地各部门的鲜活探索，让创
先争优植根到了每一个党员心
中。开展这一活动，并非为了“先
进”、“优秀”的荣誉，而是要树立保
持先进、争当优秀的价值理念。

杨善洲 22 年染绿荒山，郭明
义30余年爱心奉献……坚守先进
性、纯洁性的要求，让他们成为新
时期共产党员的楷模。当创先争
优成为价值理念，党员的内在动力
就会被激发出来，始终走在时代前

列、成为时代先锋。
社会深刻变化，党员也不可能

生活在真空状态、无菌环境。改革
发展成就巨大，保持先进才能防止
精神懈怠；发展任务繁重艰巨，争
当优秀才能应对能力不足；转型时
期矛盾凸显，牢记宗旨才能避免脱
离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多样，坚守
信念才能远离消极腐败。如果动
摇了创先争优的价值追求，难免会
有了成绩不思进取、遇到困难裹足
不前，甚至是面对诱惑产生动摇、
触碰底线。

坚持创先争优的价值理念，是

要将其作为校正行动的坐标、引领
工作的指南。会不会领导科学发
展，能不能保障群众利益，是不是
着眼大局长远，敢不敢对抗歪风邪
气……创先争优的价值理念并非
空对空的思想问题、认识问题，而
是体现在每一次具体选择上、每一
项实在工作中。

创先争优是一种品格、一种追
求，更是一种思想境界。始终坚持
创先争优的价值理念，持之以恒、
孜孜以求，党员才能不断保持先进
性、纯洁性，党才能完成历史赋予
的责任和使命。 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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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许多形形色色的论证会、咨
询会、研讨会，不过是企业与专家心照
不宣的“钱”“名”交易：企业出钱买名，
专家以名赚钱。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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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公务接待新政出台后，有网友称其为
“史上最细公务接待标准”，操作性强；也有人认
为这仅是一场秀，形式大于内容。毫无疑问，被
质疑的焦点之处就在于新政“内外有别”，只对
市内单位的工作餐进行规范标准，而对外和对
上的公务宴请则不加限制。从制度层面来说，
遏制过多过滥的公务接待之风，只有执行统一
标准才会发挥效力，且能形成管控的长效机制；
但切入现实而言，规范公务接待是一项系统工
程，与内外部环境关联紧密，在某种意义上说，

“内外有别”正是贴近实际的次优选择路径。
将温州市此次公务接待新政通俗地加以解

读，就好像是一个家庭的“节约计划”，自家人平
日里持家可以“紧一紧”，但如果有客人来则可以
适当“松一松”。这不是搞双重标准，而是现实选
择。事实上，温州市作为经济发达地区，招商引
资、外部单位考察等对外接待事务繁多，一味对
必要的公务接待进行“一刀切”，其实也脱离实
际。“一体约束”固然是制度最终的趋向，可生硬
地“一蹴而就”，很容易让制度沦为纸上文章。

与其出台徒具观赏性的“全面”制度，不如
根据实际制定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有的放矢的
行政规范。实事求是地讲，温州此番新政还是
颇有亮点的。对空泛的规范文本进行细化和量
化指标，还对监督和问责都予以了明确规定。
当前，需要关注的是如何让“工作餐不超过60
元”和“禁吃鱼翅禁喝茅台”的细则政令从纸面
上、文件上走下来贯彻落实，切实堵住公务消费
的漏洞，真正降低公务接待成本。如果对内的
接待费用能够大幅降低，公务接待的“瘦身”运动
就算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从长远来看，不仅
可以控制住内部人的大吃大喝，还对外部的公
务宴请逐步走向正规化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

任何制度的改良和革新都是渐进工程，既然不能实现
一步到位和尽善尽美，就应当承认和接受“内外有别”的次
优选择。公务接待的泛滥和糊涂账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也不是哪一个地区和部门独有的情况，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的沉疴怎么可能一朝“神清气爽”？正因此，公众应该多些
耐心和理性，给制度的进步留出探索的空间，靠行政热情和
舆论狂热打开的大门，根基并不牢固，容易弄成一锅“夹生
饭”——或者推倒重来，或者半途而废。 陈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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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硕士研究生就业率不断下
降其实是我国大学教学模式陈旧化、大学
教育片面追求产业化的映照。

首先，现有的研究生培养仍然是一个
导师带一个甚至多个学生的模式。导师
在研究生培养中占有绝对控制地位，这就
决定了导师的研究水平与学生的培养质
量密切相关；但是目前高校或者研究院的
硕士生导师的构成是以教授和研究员为
主体的，他们大多所从事的主要是相关学
科理论研究，是对现有的或正在发生或发
展的科学的总结与归纳的工作，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他们本身就与实战割裂开来
了。因此他们带出来的研究生也过分的
强调理论的建构和研究，最多也就是进行
思维方式的训练，与实践关联性不强。空
有健全的知识体系却没有一个施展拳脚
的平台，国内研究生教学模式不可谓不陈
旧，已经跟不上这个社会变革的速度了。
因此，双导师（研究型与专业型导师）培养
模式是否可行也值得我们去思考。

其次，研究生方向产业化与培养过程
非产业化的悖论。现在的研究生专业和
方向设置紧跟时代发展，试图培养具有时
代性和动手精神的学生，但是在具体的培
养过程中又过分的强调论文水平和理论
研究水平，这就违背了专业设计的初衷。
本来是为适应社会发展，为行业输送高层
次人才而建立的专业却舍不得丢弃传统
的模式化的培养方式，最后培养出来的必
然只是空有理论见解却缺乏具体执行力
的“花瓶”。同时，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与本
科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最多是基础学科的
更深层次解读，即使在实践性较强的科目
上也只是对曾经已修知识的巩固，不能对
未来的产业运用产生更大的经济价值和
理论提升。

再次，研究生的就业率数据也更加突
出地反映了大学生的就业心态。一边是
因为获取了高层次的知识培养而渴望更
具诱惑力的薪水待遇，一边是用人单位不
愿意为实践和执行力不匹配的高层次高
学历研究生买更多的单。或者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硕士生就业率数据低于本科生
主因是就业心态而非不能就业。

不论是培养模式的老化与陈旧，还是
虚假的教育产业化功利化，亦或是硕士生
就业心态的不准确定位，表面看是造成了
硕士生就业率的持续低下，背后折射的却
是高等教育本身的困境。而对此困境，我
们需要思考的更多。 刘俊博

听懂撤并收费站
在收费站多如牛毛猛如虎的

时代,看惯了收费站到期还赖皮继
续收费的事儿,当有收费站按照规
定停止收费时,还真有些不习惯。
不习惯中,就有人放起了鞭炮。7
月 15 日上午,江苏省 12 个撤并的
收费站全部停止收费。在 312 国
道南京收费站拆除的过程中,有市
民专程开着私家车跑到停用的收
费站边放鞭炮庆祝。鞭炮声,见证
着民众对收费站的复杂态度。

这个鞭炮声,让我想起前几天
的一件事。带家人到北京的奥林匹
克森林公园玩,拥挤的北京城,难得
有这么大一块绿地。作为北京奥运
的遗产,公园延续了当初开园时的
不收门票。爱人惊喜地说:“哇,这么
好的天然大氧吧,竟然不收门票,太
好了。”我说:“不要觉得这好像是恩
赐,我们每年缴纳了那么多税,是应
该享受到这种福利的。”如今什么都
要收费,好不容易有一个“看得见”
的免费福利,别觉得占了谁的便
宜。公园,本就应该免费,我们不能
将收费当常态,反而不习惯免费了。

同样,收费站也是如此。高速
公路,即使收费,贷款修路,收费还
贷,也应该局限于少数；可现在,多
数高速公路是收费的,中国地图上
密密麻麻到处是收费站,世界多数
的收费公路集中在中国；即使多数
高速公路收费,也应该遵守收费的

规定,比如收费到期后应该还路于
民,收费站的设置应该合理,不能
几步就是一站。可我们的公路收
费,已经成为地方财政的提款机,
绑架着地方利益的收费,混乱得近
乎失控。收费站违规设置、超期收
费、违法乱收费,缺乏应有的约束。

这种混乱的背景下,更能理解
民众为什么要专程跑到停用的收费
站边放鞭炮。相比很多无赖,江苏
依法撤去不合规的收费站,值得赞
赏,可这些公路上设站收费本就是
不合理的,撤站取消收费是依法纠
错,而不是“让利于民”。不知道相
关部门能不能听懂这鞭炮声后的民
意。民众放鞭炮,不是表达对政府
部门的感恩戴德、感激涕零之情,不
是觉着得了谁的什么恩赐,而是感
慨终于得到了自己应得的福利。公
路管理部门,不要将这种鞭炮看作
自己可资炫耀的政绩,而要知耻,从
中读到民众对公路乱收费的不满。

要看到鞭炮声后民众的无
奈。按理说,纳税后享受相应的公
共服务,是公民的应得权利和福
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路的
建设资金中,本身就包含着公民的
纳税。很多地方的公路收费,其实
是霸道的地方对公民的重复征
税。可面对种种不合理、不合法的
收费,民众没有“用手投反对票”的
否决途径,权大于法下,公众的依

法维权和媒体的曝光都很无力。
纠正不正当的收费,只能寄望于政
府部门的自觉和善意。鞭炮声后
是久受收费之困的民众“奔走相
告”的欣喜:收费站终有终结的那
一天,终于有收费站倒掉了。

很平常的一件事,却让民众在
鞭炮声中奔走相告,折射出很多意
味深长的信息。于民众来说,鞭炮
表达的是喜庆,但负责任的政府部
门应该从中听到批评。新闻报道
过很多地方的贪官落马后,民众跑
到政府门口放鞭炮,表达“除害”后
的大快人心,人们对收费站混乱之
害的痛恨,与对贪官的恨是类似的。

还要看到鞭炮声后民众更多
的期待。期待更多的收费站能跟
进,更多的地方能跟进,从而让纳
税人更多地享受到免费的福利。
因为稀少,人们才会惊喜,因为撤
掉的收费站太少,人们才会当成大
喜事。有一天,人们能够以平常心
看待收费站的倒掉,收费站停收费
不成为新闻了,才真正意味着民权
的真正回归。

关于这件事一张值得玩味
的图片是,一个被撤的收费站旁
边,收费站员工列队整齐行“告
别礼”。好像对收费站充满留恋
之情,这种留恋,反映着收费站
真实的心情,与民众放的鞭炮格
格不入。 曹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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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下午，“琢磨先生”在个人微博中发
表了名为《三国微博》的作品，以假设三国人物
角色开微博为主题，想象着刘备、孙权、关羽、诸
葛亮、周瑜、小乔等人各自会发表、评论、转发什
么。作品依据原著的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对
角色的虚拟发言进行了天马行空的创作。

作品中，微博博主们“有爱”的互动让网友
们忍俊不禁。比如，刘备率先发微博说：“今天我
跟关羽、张飞结为兄弟，谋求复兴汉室之大业，不
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紧跟
其后的几条评论有：“连个V都不是，冒充汉室宗
亲？”、“三个大男人拜个什么把子呀”……

就是这样一部三国人物和一群虚构的无名
氏网友互动的微博作品，两天里被转发了11万
次。之后《西游微博》、《水浒微博》、《红楼微博》
的转发和评论量虽不及《三国微博》，但四大名
著齐聚“假想微博体”的“奇观”却是实现了。

无论是《水浒微博》中宋江微博称“今天我
手刃了那贼婆娘”，网友立刻转发“肯定是骗粉的
炒作”；还是《西游微博》中唐僧感慨了一句“今天
心情不好”，“妖怪”们跟帖“此帖必火”；或是《红
楼微博》中林黛玉说了句“写微博这东西，岂是想
写就写的”，“微博小秘书”立即回应，“‘岂是体’
将爆红网络”，这些在名著中家喻户晓的人物有
了现代思维，他们机智有趣的互动，引发围观者笑意连连。

四大名著“假想微博体”一夜蹿红，作者的搞笑功力远不
是全部原因。早在两年前，一些网络贴吧里就曾出现过“借
古人之口来调侃现实”的“穿越体”，但反响平平。如今四大
名著中的人物又在网络上复活，除了与微博这一传播载体有
关，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它间接地影射了当下诸多热门事件。

现实中，第52届国际小姐中国大赛重庆赛区前三名因为
“美得不达标”引发网民吐槽。孙悟空在微博中怒斥“空中管
制了，起飞不了了”，网民们安慰他“习惯就好了”；沙和尚自称

“今天我们喝了点河水”，网民说“不是地沟油就是蒙牛乳
业”……看着宋公明骗粉刷人气，看着魏蜀吴三国官方微博如
何辟谣，看着妖怪们如何悄悄关注唐长老的动向，网友们感受
到“笑里藏刀”话中有话的快感。

不同于当年“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莫名走
红，四大名著被“假想微博体”、“灵魂附体”，围观者并非都
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谁都知道，这一场看似喧嚣的狂欢，
无非是借着古人的口，披着微博的壳，一浇心中的不快。如
果没有那些在现实社会中无法释怀的情绪，无论名著人物
如何在微博中调侃，恐怕都如风中落叶一晃而过。

四大名著“假想微博体”火了，“琢磨先生”红了。亦如
这个社会其他领域中的习惯性质疑一样，“琢磨先生”在被
追捧的同时也备受质疑：四大名著“假想微博体”到底是个
人创作还是集体创作？蹿红后的“琢磨先生”会不会像其他

“微博大佬”成为公共领域的“意见领袖”？四大名著“假想
微博体”走红背后有无推手策划？

质疑归质疑，但这并不影响对四大名著“假想微博体”的
分析。四大名著被微博“灵魂附体”，无论采用什么体，本质上
还是属于“恶搞”之列。如果以2006年胡戈的“馒头血案”为原
点，中国网民的“恶搞”之路也已走过多年。从最初仅仅为满
足网民的无聊情绪，到之后为满足人们对幽默的需求，现如今
成功的“恶搞”案例越来越需要“内涵”了。这内涵一定是“写
实主义”的，如果没有大笑之后的现实痛点，那也只是欠缺灵
魂的娱乐项目，未必能引发公众的真正共鸣。 陈方

作秀？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

凤7月13日回湖南浏阳
为母亲庆祝90大寿，拜
寿时当场跪在母亲膝
前，说：“母亲80岁的时
候，由于工作原因，我没
能回来陪您，对不起！
您90大寿，我一定要回
来陪您！”周校长在老家
老母亲家门的泥地上给
母亲跪拜，然后母子二
人抱头痛哭，此照片广
为流传。如此高调，自
然有人怀疑其是作秀。
但话又说回来了，周母
有这么作秀的儿子，心
里也会很高兴，诸君在
指责别人作秀的同时，
你也能作秀一下，让母
亲高兴一下吗？ 焦
海洋/图

前不久，某公司创造的“第五大发
明”——空气混合动力汽车，被中国青年
报曝光。这个以“不吃汽油吃空气”为卖
点、伪造“科博会最佳发明奖”等耀眼光环
的“重大成果”，原来只是一个不靠谱的传
说，那些盲目投资的受害者悔恨交加。

值得关注的是，“第五大发明”之所以
让很多人信以为真、上当受骗，除了公司
自身的炒作、忽悠，那些参与“专家论证
会”的专家们也难辞其咎。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该公司在其宣传
材料中称：“2010年3月26日在北京钓鱼
台举办‘祥天空气混合动力发动机专家论
证会’，得到中国发动机行业专家、汽车行
业专家的论证及国家相关部委领导，清
华、北大教授好评和认可。”论证会的多
张现场照片，包括该公司董事长和专家的
合影，出现在该公司研发中心针对投资者
的讲堂上；一份“‘祥天空气动力发动机项
目’专家论证和推介会评审意见”及带有
多名专家签名的翻拍照片，也被放进了宣
传册和大屏幕上。很显然，专家们的论证
及其签名等，成为该公司欺骗投资者的

“托儿”，其责难逃。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这场冠冕堂

皇的“论证会”，是该公司“委托”某管理研
究院组织的，受邀的专家此前都没听说过
该公司，更不知道该公司是干什么的；在
论证会上，有的专家以“鼓励创新、宽容失
败”为由，有的专家碍于情面，在“评审意
见”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饭后拿着“咨询
费”走人，至于公司如何利用他们的评审
意见和签名，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

据中青报报道，参与论证的一位专
家，对该公司的这一做法则见怪不怪。他
说，“这样的企业太多了，找我去开会，往
那里一坐，‘论证论证’，说一说，然后把照
片、录音拿给投资公司，做广告嘛。”他告
诉记者，他通常会告诉请自己去开会的企
业：“你请我来，是我帮你来了，但你自己
要悠着点，不要把话说得太大，对你们自
己不好。”

在普通老百姓对科技专业知识缺乏
了解的情况下，头戴各种光环的专家往往
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欺骗性。专家们出
卖身份、名节，自己得小利、公司赚大钱，
受害的是老百姓，丧失的是学界声望和社
会公信力，已成社会公害。

在社会浮躁、拜金主义盛行的当下，道
德和自律已难以遏制“学术走穴”，唯有“以
毒攻毒”：或通过媒体让那些走穴的专家

“名扬天下”，或通过主管单位严格监管、依
法严惩，让那些牟利的专家得不偿失。

与此同时，公众也须擦亮眼睛、增强
鉴别能力，不要盲目迷信论证会、鉴定会，
少上那些专家们的当。 道 田

据中国之声报道，今年，我国研
究生计划招生规模为584416人，相
对2003年的26万多人，十年间翻了
一番，但硕士毕业生就业率却连续3
年低于本科生。

放鞭炮背后的民意

近日，温州市纪委又下发了《落实公务
接待“三严四禁”规定实施细则》，细则对公
务接待进行规范：“今后公务人员在温州市
内从事公务活动，确需在当地就餐的，所有
人员一律吃工作餐，每人每餐不超过60
元。”至此，对一批高档酒菜也有明确规定，
茅台、五粮液等，均不得上桌。不过负责人
表示，接待市外单位或上级机关，并不在本
次规定之内。（7月17日《新京报》）

影视“穿越”已然过气，微博“假想”正
当其时。网络上，微博用户“琢磨先生”凭
借《三国微博》、《水浒微博》、《西游微博》、
《红楼微博》四个“假想微博体”作品，短短
几天内爆红网络。由“琢磨先生”领衔导演
的“假想微博体”也被博友们竞相模仿，《鲁
迅微博》、《金庸微博》、《白娘子微博》、《还
珠微博》等作品“友情”参演，网络上刮起一
股“假想微博体”热潮。

“青花热水瓶”见证鉴宝节目娱乐化

在“青花热水瓶”面前，你我注
定要忍俊不禁。先不说这瓷器的
现代外貌，单单是底部“明成祖内
阁司礼太监御宝、大明永乐六年戊
子秋”之类的文字，便注定让人喷
饭。这样没有常识的造假，已经是
戏谑无极限。这也难怪，在“青花
热水瓶”横空出世之后，不少网友
开始搜寻那些无厘头的青花瓷器，
这一“搜索”不要紧，甚至还有青花

“苹果”、青花冲锋枪。
“青花热水瓶”如此欢乐，连专

家都忍不住吐槽调侃。对比藏友
的振振有词，不能不有种无奈的伤
感。这是一个全民爱收藏的年代，
有资料显示有收藏爱好者竟有
9000 万，而依附和寄生于收藏嗜
好背后的造假产业，已是蔚为壮
观，甚至都有造假地图陈列于世。
换句话说，当收藏成为一种生态
链，类似“青花热水瓶”之类，自然

会应运而生，绝难匿迹。正如有网
友预测，不远的将来，秦始皇用过
的BB机、康熙的电视新鲜出炉也
并不奇怪。

在娱乐的江湖，有眼球就有一
切。或者说，在注意力经济时代，
只要能把观众吸引，搏出位早已是
屡试不爽的手段。而对于开遍全
国的鉴宝之类节目，在红火和喧嚣
之后，也难逃“各领风骚三五年”的
困窘，甚至有“干爹赠翡翠”这样为
提高收视率公然造假的瞠目现象
出现。至于颇为公众和专业人士
诟病的现场估价，算是点燃公众收
藏热情和提升节目收视率的不二
法门，如今也被有关部门叫停。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许
会恍然大悟，“青花热水瓶”这样
一个让人哄然大笑的鉴宝行为，
很有可能是无伤大雅但却有意为
之的花边与插曲。否则，很难解

释普通人都可以辨认真伪的“青
花热水瓶”何以可以通过初审，再
进入节目现场，并最终得以堂而
皇之地播出。我们在讥笑他人的
粗陋与浅薄，他人却在暗忖收视
率提高的回报与收益。谁是谁的
菜，还真说不准。

鉴宝节目之所以长盛不衰，自
有其原因与需要，毕竟，在丰富电视
节目的同时，也是在对公众进行知
识宣教。不怕节目娱乐化，就怕科
学庸俗化。“青花热水瓶”好在只是
一个逗人一乐的插曲，而良莠不齐
的鉴宝专家，以及将赝品鉴为宝物
的事实，却俨然是这个娱乐化时代
的暗疮。在宣教文物知识、提高欣
赏品味日趋异化为炒作与眼球经济
的语境里，科学的严肃与公正，当是
所有娱乐化外壳下的内核，这一点
必须厘清，也是电视台和媒体必须
恪守的底线与坚守。 邓为

央视《寻宝》栏目举办晋江专场。一位藏友展示了一件青花瓷器，称是明永乐
青花热水瓶，是郑和下西洋装开水用的。这位藏友表示，如果物品是真货，应该值
至少一百万元。现场专家点评称，感谢陶瓷创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如果郑和地下有
知肯定打喷嚏。（7月17日《扬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