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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八项规定”

不是一阵风
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在天

津调研时，针对当前一些地方在落实改
进作风“八项规定”中存在“不以为然”、

“只说不做、虚晃一枪”、“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等问题，提出要在“常长”二字
上下功夫，坚持常态化、长期抓。

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已经取
得很好的社会效果。领导人出行不封
路，从全国两会到各地两会，均不再摆
鲜花，而是开短会，厉行节俭。一些地
方高端餐饮、奢侈品消费数据的下降，
都证明了“八项规定”的威力。从中央
到地方，贯彻落实“八项规定”所取得
的成效，民众也都看得见。

不过，各地落实“八项规定”的过程
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好的苗头。一些地
方政府、官员对落实“八项规定”“不以
为然”，没有认识到改进作风的重要
性。如最近有干部集体公款旅游被媒
体曝光，当事人被问起“八项规定”，竟
然说文件还没有传达到。这就是不以
为然，没有在思想上引起重视。

另外一种情况是“只说不做，虚晃
一枪”。有人打着“别撞到枪口上”的算
盘，想“躲过风头”再说，随着时间的推

移，一些地方甚至已经故态复萌。人民
日报记者在哈尔滨等地发现，公款吃喝
有回潮迹象。

还有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据报道，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躲避监督
的新“对策”，比如，“有人结账分着开几
张发票”，“一些车辆的车牌用免费停车
的牌子挡了起来”，“一些公款聚会已转
到内部食堂和内部接待点”……

因此，刘云山的讲话很有针对
性，意在告诫全党、全社会，贯彻落实

“八项规定”、改进工作作风，绝对不
是例行公事，必须破除“搞一阵风”的
念头和侥幸心理。工作作风关系执
政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关系实
现中国梦的宏伟蓝图。改进作风容
不得马虎与懈怠，需要“踏石留印、抓
铁有痕”。

“八项规定”所禁止的，以前也曾三
令五申，但最终落实时，常常陷入走过
场、刮阵风的怪圈。原因就在于没有很
好地解决目标和路径的根本问题。会议
少了、花草横幅少了，公款吃喝少了，这
些都不是终极目的。“八项规定”是从中
央决策到人民利益的一座桥，各级官员

一定要认认真真跨过这座桥，用实实在
在的工作解决民生关切，让百姓受益。

落实“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重
要抓手。“八项规定”所禁止的，正是从
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社会现象出发，回应
百姓的关切。而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社
会现象，正是因为目前一些干部的工作
作风出了问题，弄虚作假、脱离群众。

中央狠抓“八项规定”的落实，媒
体紧盯着不放，根本目的不在规定条
文本身，而是在改进工作作风。什么
才是作风的转变，有两个关键词，一是
真实，二是群众。“真实”就是求真务
实、真抓实干，不弄虚作假，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群众”就是要接地气、深入
一线和基层，感受老百姓的疾苦与关
切，急群众之所急，把以民为本落在实
事上。这既需要各级党政部门层层监
督，也要将各地各部门的作风转变置
于民众的监督之下，长期实施。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大家齐心努
力，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国梦需要从
改进工作作风开始，真抓实干，大家才
会齐心，让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
幸福的“中国梦”梦想成真。 京文

老实人吃了亏
怎么办？

现实生活中，老实人吃亏的现象往往难以
避免。因为老实人不争不抢，风格高、品质好的
特点注定了其吃亏的概率偏高，是容易吃亏的
对象。而人们也正是从吃亏中辨识老实人的，
凡是能戴上老实人帽子的，肯定是不止一次吃
过亏。值得警觉的是，如果让老实人一再吃亏，
亏得让群众看不过眼，甚至在一定范围内都寒
了心，这就不可等闲视之，必须做点什么了。也
正因此，“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
利”被写进了十八大报告。

党史上早就有不让老实人吃亏的传统。张
思德是我们熟悉的英雄模范，在平凡中默默奉
献，是名副其实的老实人。为了纪念他“重于泰
山”的不幸牺牲，毛泽东同志不仅亲自参加了他
的追悼会，还发表了著名的文章《为人民服务》，
不计得失的张思德由此成为全党同志永远学习
的榜样。当代雷锋传人郭明义，也是乐于助人
不计报酬的老实人，他最终被评为感动中国人
物和道德模范，成了举国上下家喻户晓的“当代
雷锋”。可见，那些甘于奉献、勇于吃亏的老实
人是不会被忘记的，只要看清了、认准了，就会
给予公认和褒奖。

然而，及时发现和找到不怕吃亏的老实人，
也不是件容易事。由于老实人普遍具有厚德的
共性，做事扎实，不事张扬，推功揽过，甘于吃亏
往往是他们的品行风格，吃了亏常常“不足为外
人道也”，致使知悉的范围相对较小。另一方
面，能让老实人吃亏的投机钻营者，其手段也越
来越具有欺骗性，尽管领导常常会有所察觉，却
很难短时间内看出端倪。如何不让老实人吃
亏？首先各级领导要善于发现和辨别老实人，
在平凡中看到不平凡，透过台前的光环发现幕
后的英雄，把深藏在“泥沙”中的金子挖掘出来，
找到那些默默奉献的老实人，让他们得到应有
的重视和对待，真正走出吃亏的现状，由吃亏变
为吃香。

通常情况下，吃了亏的老实人，只要被发
现，大多能被还以公道。然而，“最难改变的失
误是用人”，在干部任用上吃了亏的老实人，若
想改变吃亏的现实，或者说要从吃亏中得到纠
正，往往不易。“不让老实人吃亏”往往只是作为
要求，讲在提拔任用干部之前，一旦结果出来，
面对吃亏的老实人，却不易有解决问题的举
措。人们对吃大亏者，往往扼腕叹息却爱莫能
助。这种用人倾向，最影响群众情绪和心态，有
时甚至会造成一定范围内价值取向的摇摆。从
这个意义上说，不让老实人吃亏已经不仅仅是
一个是非公道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党的事
业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净化。

从历史经验看，面对老实人吃大亏的问题，
最见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坚决予以纠正。但
现实中人们见得多的还是“下不为例”、“从今后
严起”，而有些事之所以亏了就亏了，说到底就
是“老实人吃亏”的背后往往是“投机钻营者得
利”。因此，在叫停和纠正让老实人吃亏的同
时，还应搞清楚到底是哪些人给投机钻营者亮
了“绿灯”，对那些让投机钻营者得利和让老实
人吃亏的责任者，坚决予以追责。同时，还要及
时发现吃了大亏的老实人，敢于打破各种条框
束缚，还老实人以公道。只有这样，老实人才能
层出不穷，社会环境和风气才能不断得到升华
和净化。 人文

不能把发展成果
都变成医药费

空气同水、土壤、阳光一样，是生命赖以生存
的最基本物质，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资源。一个
人一天不吃饭还可以，无非是挨挨饿，但是空气
于人却是须臾不可分离。

雾霾也好，污染物也好，人们睁眼看或不睁
眼看，它都在那里。它缠绕每一个人，侵害每一
个人。它们已成为人们的命运，任你往哪儿躲，
都躲不掉。

46.02%的居民不满，这样的统计数字，看似
精确，却也有问题。满大街都是戴口罩的，那剩
下的认为空气质量好的居民去哪儿了？难道他
们不处在“霾”没之中？他们是迟钝，百毒不侵，
还是对霾类污染没有想法没有看法？

每个社会成员都愿意看到蓝天，呼吸到洁净
的空气，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之
基础。发展需要GDP，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提升
需要GDP，但GDP应是绿色的，以牺牲生命与健
康去换取垃圾GDP有害GDP，是自作孽。

发展本身不是终极目标，人们的福祉才是。
又快又好，不能为快而快，不好的快，会让灵魂跟
不上。又快又好，在于改变发展方式、生活方式，
无用的炫目的景观照明不是好，大量的汽车尾气
不是好，一些只讲排场的“舌尖上的中国”，亦是
饮食坏习、文化陋习。

空气、水、食物，不仅关涉人的呼吸、饮食
等，还关涉人们的生存权益、生命尊严。可以
说，资源环境约束之事不解决，发展就会出问
题、出麻烦。

发展不能脱离呼吸洁净空气、喝干净水、吃
安全食品这样的现实之事根本之事。环境恶
化，生存受到威胁，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
继。发展需要考虑社会与环境的成本支付，需
要智慧的考量，最后把发展的成果都变成了医
药费，不仅是傻，最重要的是这种方式不能持续
下去。 今 语

中国市场
值得苹果低头

自央视3·15晚会曝光苹果维修政策涉嫌歧
视中国消费者后，在过去17天中，苹果一直态度
生硬。这一刻，苹果终于低下了头。事实终将证
明，苹果的低头是正确的，中国市场值得苹果低
下这个头。

恐怕很少有人想到，此前围绕着苹果，竟然
发生了太多的事。其中，“选择性”这个词被频频
提起。有网友称：如果媒体把与苹果较劲儿的热
情，同样用到整治奶粉、地沟油、水污染、空气污
染、食品安全上，该有多好？苹果可以不买，但人
不能不吃不喝不呼吸，二者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这也因此被一些人认为是“选择性报道”。

明明苹果身上存在问题，却被视而不见；明
明媒体维护的是消费者利益，却被拒而远之，这
很可能给人形成一个错觉，认为中国消费者是非
不清。这种“选择性关注”，未必就能证明消费者
对苹果有多么深厚的感情，更不能证明苹果的地
位就不可以撼动。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其实
还在于部分消费者对于身边的环境不满意。虽
然苹果不好，但其他一些企业更傲慢更霸道，这
种心理有着“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意思。

无论是“选择性报道”还是“选择性关注”，归
根到底都是苹果“选择性欺客”造成的。在市场
上，苹果确实不是最坏的，甚至在许多方面，苹果
都做得还很好。但无论怎样都改变不了一个事
实，那就是苹果实行双重标准，对中国市场实行
歧视性政策。

有人讲，苹果迎合了“尊重的需求”、“自我实
现的需求”。苹果之所以傲慢，要的就是那个味，
为的就是迎合部分消费者“傲慢消费”的心理。
这其实有点扯远了。消费者花四五千元，钱花得
比美国人、韩国人多，但在服务上却打了折，这是
哪门子道理？从哪里看到苹果对中国消费者的
尊重？所谓“尊重的需求”又从何谈起？

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企业，苹果这么做，只
能说明苹果有负“果粉”的厚爱，对不起中国市
场。或许在短时间内，“选择性欺客”不会对苹果
造成致命性的影响，但从长远看，随着消费心理
的进一步成熟，随着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中
国“果粉”一定会醒悟过来。2012年第四季度，
中国已成为苹果的第二大市场，在苹果545亿美
元的总营收中占13%。今年早些时候，库克在访
问中国时表示，希望中国能成为苹果最大的市
场。如果苹果依然“选择性欺客”，彼时，苹果丢
的就不仅仅是面子，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了。

随着苹果的道歉，围绕着苹果的风波，必将
慢慢止息。我们这个市场足够大，也应该足够健
康，“选择性报道”、“选择性关注”要少一些，而

“选择性欺客”根本就不应该有。路透社的报道
称，库克的道歉已成为一种习惯，而在中国市场
的最新道歉值得这样的“丢脸”。事实必将证明，
中国市场值得苹果低头。希望苹果在行动中，更
能体现诚意，表现出对中国市场、中国消费者的
尊重。 毛建国

生命面前没有VIP
近日，有媒体报道，江苏盐城市红十字会通

过了《红十字会捐薪会员管理办法》，率先在全国
建立捐薪回馈激励机制，“今后捐款者在遭遇困难
时可优先得到救助”。报道遭网友炮轰，盐城红十
字会被指拿民众的生命做交易。虽然，盐城红十
字会马上出面辟谣表示，此《办法》并未正式通过，
尚在讨论中，细节仍需修改。但立案的初衷，其中
透露出的价值取向却让人很不安。

捐钱多的就有优先救助权。那我缴税多，
能否就比别人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呢？能不能
一个人开两个车道，能不能请个警察给我看家
护院？我买两张车票是不是就能优先上车？多
出点钱是不是就可以让地铁多等我几分钟？捐
助额有大小，那是不是意味着优先救助权也是
有大小的，要不然，让捐1000的享受跟捐100万
的一样的服务，捐100万的也不干啊。这是不是
也意味着，以后盐城红十字会救人，给钱的救，不
给钱的不救，给钱多的先救，给钱少的后救，越没
钱的越没人搭理呢？

这到底是鼓励大家捐钱，还是变着法子逼
民众给钱？不管有钱没钱，都希望好好活着，谁
也不想受灾以后，自己因为没向红十字会捐钱
被晾在一边。只要救助权有大小，救助有先后，
人们就只能砸锅卖铁去买，这个时候，捐钱已经
跟慈善无关了，它更像是一场生命权利的买卖，
比拼的结果是公共资源被少数人攫取。那些没
钱可拼的只好把命交给上天，希望，真发生事的
时候，救护人员能有点良心发现。

公共服务如果也分个三六九等，必然会导致
社会的恐慌，没钱买的听天由命，买到的也未必就
能安心了，毕竟，生命这个东西可是等不起的，你
怎么知道，你出的钱能排在第几位，你怎么肯定，
出多少钱才能争个第一优先权回来？公共服务
存在的意义就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均等的服务机
会，获救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先救谁后救谁红十
字会说了不算，它必须遵从一定的社会规范。我
很怀疑，盐城的优先救助权是不是一张空头支票，
生命面前，只有病情轻重之分，没有身份贵贱之
别，你能够在救人的时候先问一句，你是不是我们
的会员，拿的是普通卡还是贵宾卡嘛？你张得了
这个口吗？你负得起这个法律责任吗？

其实不管有钱没钱都是要救的，要不然你就
不是红十字会，盐城红十字会只是玩了一个花样，
让大家抢着捐钱，坐等捐款上门。不反思自己的
错误，不想花力气去改变社会形象，赢回信任，也只
有将救助和慈善绑架，才能让他们体面地生存下
去了，盐城红十字会拿救助权要挟，这样的公益机
构，满脑子装的已经不是公益。 高路

这些年，那些房子的事
愚人节前后，各地“国五条”实施细

则扎堆出台，北京甚至规定京籍单身人
士限购一套房——这不是愚人的玩笑，
尽管许多人希望它只是个玩笑。

与以往一样，这次的调控新政又
被冠以“史上最严”的称号。但有细心
人士发现，“史上最严”的调控政策，依
然十分玄妙：新房可能更好卖，地价有
望再攀升，税收铁定要增长，但房价却
未必降得下来。也有不少地方政府给
出了“房价增幅不能超收入增幅”的目
标，但这种目标的潜台词，却更像是在
暗示房价一定会涨，甚至给出了可供
参照的“增幅坐标”。

房价“十年九调”，每有新政露脸，总
会引发好一阵议论。而如果把视线拉得
更长些，回头看看这些年的那些房子的
事，会发现无论是“房”还是“事”，都已变
得面目全非。这些年里，太多人被房子
的事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因此改变了
对生活的态度与生存状态：没房的，焦
虑；有房的，想再多买几套；有几套房的，
担心房产税；有几十套房的，害怕住房信
息联网和官员财产公开……

这些年，人们热衷于谈论房子的
事。成天问人家买房没有、面积多大

的，基本上是踩准了点儿出手的；成天
愁眉苦脸，基本上是揣着一大堆正疯
狂贬值的现金还未出手的；成天义愤
填膺地高呼房价要崩盘的，基本上是
卖房炒股的……

这些年，几乎每一次楼市调控之
前，都是房价飙升，“民愤”极大，紧接
着，便是“顺应民意”的调控政策出台，
政策的核心，则圈定在一个“税”字。
一开始，大家还为这样的“雷厉风行”
叫好，但时间长了，人们渐渐发现房价
不但没降，反而成倍地上涨，而民间的
抱怨和不满，则成了收税的最好理由，
以至于有网友吐槽，“这就好比两个人
打架，都盼着有人主持公道，结果主持
公道的真来了，先赏两人各一耳光，然
后把两人的口袋都掏空，扬长而去。
你还不能说人家没作为，但作为的结
果比痛快打一架更糟”。

这些年，人们先是骂开发商，继而
将目光转向炒房者，现在则大致明白房
价上涨同土地财政、货币超发等也有密
切关系。但尽管思路越来越清晰，政策
却始终只是围绕着一个“税”字打转，一
轮接着一轮的调控下来，让不少人产生

“你税了我，却一笑而过”的感觉。

这些年，有房的说自己赚了，炒房
的笑了；炒房的说自己赚了，开发商笑
了；开发商说自己赚了，税务局笑了
——有诗为证：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
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些年，楼市更像是一个令人捉
摸不透的神奇工具。2008 年金融危
机之时，“买房”跟“爱国”画上了等号，
彼时政府、媒体齐上阵，号召大家买
房。事实表明，当时出手爱国的都赚
了。此后房价暴涨，“买房”又跟“投
机”画上了约等号，同样是政府、媒体
齐上阵，呼吁给楼市降温。但事实亦
表明，没出手的都亏了。

这些天，张国荣的“风继续吹”有了
新的改编：房子的事不要再提，政策已
多风雨，纵然现在买不起，“国五条”后
更买不起，真的要离了再娶，让明天好
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家庭信息
……但无论如何，生活总要继续，房子
的事也要继续。你不得不振作起来，拿
出“重税虐我千百遍，我待税单如初恋”
的精神顽强生活，而且必须能忍受这样
的声音不断在耳边回响——亲，还有房
产税正在酝酿中呢！ 彭 健

莫言直言“受不了”的文化情状
“大家别再去我家乡了，我父亲受

不了。”
说这话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

言。最近在参加一次颁奖典礼时，莫
言直言：“得了文学奖，我一点也不敢
骄傲，即便如此低调，也有如此多的麻
烦。”（4月2日中广网）

都是些什么麻烦？原来是父亲给
莫言打了电话，说当天老家又来了
200多人。从过去的门可罗雀到今天
的门庭若市，莫言家门口也真的成

“市”了：有摆书摊的、卖零食的，还有
人卖盗版书的。

莫言凭借自己的作品问鼎诺奖。
诺奖评奖委员会给他的颁奖词是：“将
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
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诺奖是一个人
的奖，莫言获奖，不是他父亲获奖，不
是他的家乡高密获奖，更不是他曾在

其中生活过的那座老屋获了奖。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从此

事可以看出，莫言受益于自己的出名，
出大名，这回亦要喜剧性地甚至于是
闹剧性地受累于自己的出名。

一拨又一拨的人涌向莫言的家
乡，这是件家乡人民求之不得的好事，
因为此事于家乡的旅游业有好处。而
有太多的人直接奔向他家那座小小的
老屋，则肯定显得过于闹腾，给他老父
亲既带去了“甜蜜的忧愁”，也带去了
太多的麻烦。

有一位外国老太太看了钱钟书先
生的《围城》，感觉好极了，非要见先生
一面。先生婉转拒绝，回信说：“假如
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下
那只蛋的母鸡呢？”从钱钟书先生的话
引申出来，可以说：既然看着莫言的书
好，何必非得造访他家那不起眼的老

屋呢？在北方，像那样的民居多得是，
要看，又何必舍近求远？

看莫言老家老屋的人，无非是想
去沾沾那里的仙气儿，会有几人是因
受文学的感召跋山涉水而去？应了

“看景不如听景”这句话，诚如莫言所
言：“千万别跑了，去了失望，我小说里
辉煌的、壮丽的场景根本看不到的。”

出了这让莫言及他父亲受不了的
事，寻根究底，应当说，是源于国人的
某种传统文化陋习：喜欢凑热闹，喜欢
从众，喜欢附庸风雅，且见风就是雨。

对于“受不了”之事，莫言若是想
回报一下喜欢他热爱他的人的好心
好意，不妨接受一下网友的建议：是
否可拿此事做素材写一篇小说？至
于写实手法，还是魔幻手法，具体怎
么处理，当都无碍文学本身对某种国
民性的揭示。 伊 文

“大师”纷起
铜臭重

近年来，“大师”泛滥成为文化
艺术界的一个突出问题。一些资质
平平的创作者，善于投机钻营，弄来
各种光环头衔，再找些媒体炒作，就
被包装成了所谓“大师”。假“大师”
不仅花钱买荣誉，而且与一些腐败
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使文化腐败
愈演愈烈。这正是：

“大师”纷起铜臭重，
成名还靠孔方兄。
每叹字画飙天价，
腐败也在风雅中。
勾 犇/图 三 宝/文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等机构3
月28日发布的《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管
理绩效评估》显示，无论是大城市、经济
发达城市、工业城市等，空气质量普遍
较差，总体上有恶化的趋势，空气质量
差和极差城市占近九成；46.02%的居
民对城市空气质量状况不满。（3 月 29
日人民网）

4月1日晚间，苹果CEO蒂姆·库
克向中国消费者发出了公开道歉信。
虽然这一天是西方的愚人节，但这并
不是一个玩笑。（4月2日《信息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