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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

珠江晚报
打工博物馆背后的中国底色

话题：在北京朝阳、通州、顺义三区交
界处，一个打工文化博物馆成立了。这群
30年来先后被称为“盲流”、“打工妹(仔)”、

“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的人到2007年
底已经超过2.26亿。

观点：2.26亿农民工！这是一个什么
样的数字？他们的身后，是7.26亿农民靠
他们养活。而中国，只有 13 亿人口。因
此，我说这些蜷缩在城市高楼大厦阴影里
的农民工，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挣扎，他们
受到的待遇，才是当代中国的真正底色。
它屈辱，却又顽强；它生命不息，抗争不
止，但却又永远突不破头顶上那一层层看
不见的制度天花板。

打工博物馆是一面镜子，提醒我们每
一个人，对一个人、一个群体的不公正，就
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

山西晚报
出租车罢运病根在份钱盘剥

话题：11月3日，重庆山城主城区出租
车“罢运”。行动的原因是运价低、黑车竞争
激烈、加油(气)难和罚款多以及车份儿钱。

观点：现在的出租车公司对司机的剥
削，岂止百分之六十！这样的盘剥，怎么
能让司机们心平气和？其实，放弃特许制
度，降低经营门槛，才是理顺出租车行业
的不二法门。

我们的有关部门，理应学会用法律手
段而非组织方式来管理这个理所应当市
场化的行业。如果实在觉得有特殊的安
全需要，也可以采用帮助业者组织出租车
协会的方式，辅以政府的管理。

这样简单的道理，有关部门一定知
道，他们不乐意这样做，肯定另有原因。
不过，因为有某些拿不到台面上的原因，
导致黑车泛滥、治安恶化，出租车司机“罢
运”，未免太不合算了吧？

解码牛根生落泪求援“万言书”

昨天本报报道了 75
岁的翟老先生（郑州四中
退休生物教师）为护树吃
了不少苦，甚至还哭过多
次，这种精神真叫人感
动。而今天，我们从本报

的新闻中又得知，原来，在我们这座城市里，还
活跃着因共同志趣而建立的一个名为“河南古
树名木民间保护组织”。不知那些滥伐树者看
了这两天的报道，有什么感想。

不管那些人有什么感想，反正我们觉得一
座城市能有这么一个“组织”，很好！几十名热
爱古树名木的社会各界人士，经常组织专家到
社区、办事处、学校等单位，讲述保护名木的方
法，对这座城市的绿化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住在城市，人们往往会强调或希望住宅楼
旁要规划一定的绿化面积。而在城市里，可以
说，绿化面积往往与树木的多少是成正比的。
正因此，保护城市的一草一木，就是保护城市绿
化，就是保护城市环境。

然而，说是说，做是做。近些年来，为了建
设，为了发展，还有为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些个
人或小集体的利益，我们这座城市也不知毁了
多少树。

平时，不少人一张口都会说要爱护树木，可
一遇到“实际情况”，特别是一涉及个人利益，不
是人给树让道，而是要树作出牺牲。正是从这
一点而言，我们这座城市不仅需要更多的翟老
先生，同样需要更多的人加入这种保护城市树
木的民间组织。

评“护树老人应邀加入民间护树组织”（A12版）

绿城护树人，多多益善！
□首席评论员 闵良臣

网友眼中的蒙牛万言书
尽管牛根生“民族企业将遭遇外资恶意收

购”的呼吁和求救令国人很难保持冷静，但稍
微平静一下，人们肯定要反问：蒙牛遭遇的这
一“危机”因何而来？牛奶为何被下架？股价
缘何会暴跌？

有网友对此发表评论说：“其实没有什么
大惊小怪的。如果一个企业失去了诚信，失去
了民族责任感，这样的民族企业即使再有竞争
力又能如何？”

另一位网友的评论更为激进：“乳品业掺
假蛋白是业界通病已多年，没人相信经营者不
知情。现在他们唯一担心的是自己的控制权
是否旁落。生产害人奶，要你这个品牌有何
用。倒闭并不可惜！” 北青

谁的蒙牛？蒙牛实际控制人是大摩。
这就是残酷的商业事实，无论是现在牛

根生的万言书求救，还是此前牛根生与摩
根士丹利的三年蜜月期，都不是真实的蒙
牛。就像 2008 年蒙牛中报的抬头写的，

“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于开曼群岛注册
成立之有限公司”，蒙牛的命运并不能把握
在自己的手中。

牛根生在万言书中如此表述：及时补足保
证金，关系到企业话语权的存亡。

为什么是话语权？在对赌协议已经签订
的时候，留给牛根生的股权、控制权余地已经
不多。牛根生充其量只是代理人+小股东，真
正控制蒙牛的正是现在按兵不动的大摩。

在大摩的滚滚巨轮下，牛根生的求救显得
如此苍白脆弱！ 戎明迈

蒙牛及其他一些奶企，喝下了自己生产的
“劣质奶”，出现了生产经营上的“结石”，生存面临
危机，实在是咎由自取。此次伸出援助之手的中国企
业家，是在帮助一个中国品牌重新“站起来”。蒙

牛“虎口脱险”，直接得益于中国企业家的“慷慨解
囊”，更加让人欣慰的是，这一次国内资本及时出
手拯救，体现了国内资本的责任与良知，这比拯救
一个蒙牛更有典型意义和导向功效。 冬雪草

蒙牛 11月 3日声明称，已和摩根士丹利解除股权抵押，并从联想控股等机构得到类似抵押贷
款。此前报道称，牛根生因担心蒙牛旁落外资，发“万言书”向内地企业家落泪求援。包括柳传志、
俞敏洪等都给牛根生提供5000万至2.5亿元不等现金，马云、郭广昌等都称愿意援助。

（11月4日《广州日报》）

从蒙牛“虎口脱险”看民族资本良知

牛根生争夺的是什么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