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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评论

100 多天不下雨、50
年一遇的干旱，导致全国
十几个省份严重受灾。而
河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
遭受如此严重旱灾，更是

让人忧心如焚。
从本报及其他媒体报道中我们看到，在灌

溉不方便而又严重干旱的麦地，一个个解放军
指战员端着脸盆浇灌麦苗，更有领导在抗旱动
员大会上下令：“哪怕是肩挑手抬，用盆子浇，也
要确保每一棵麦苗喝到水。”

进入21世纪，很多方面的科学技术令人感
到骄傲。然而，面对无情的自然灾害，人类的科
学技术有时仍显得无能为力，特别是在农业方

面，有些地方可以说至今仍是“望天收”。这种
局面不改变，如果环境再进一步恶化，那后果简
直不敢去想。

尤其是一个农业大省，河南作为中国重要粮
食的产区，不仅要未雨绸缪，事先就应当对各种自
然灾害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且所做的工作要有
一定的科技含量。

这一点，以色列的经验完全可供我们学习
和借鉴。以色列不仅耕地少，而且是一个半干
旱地区。然而，他们早就以滴灌和喷灌等现代
节水灌溉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沟渠漫灌方法，甚
至在最现代化的滴灌和喷灌系统都装有电子传
感器和测定水、肥需求的计算机，在办公室即可
进行遥控。更让我们想不到的是，他们的滴灌

系统是通过塑料管道和滴头将水直接送到植物
最需要水的根部，甚至滴几滴水都在掌控之
中。这样做，即可用少量的水达到最佳的效果。
而我们直到目前，有些地区仍以沟渠漫灌为主，最
好的方法也不过是一些地区不得不采取的“喷
灌”，这样，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水资源，造成对地下
水的过度开采，而且费用也要高得多。

近些年，每当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人们往
往就会想到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因此也
不免想到人类应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然而，痛
定思痛，我们不仅应汲取教训，更需要做的是把
我们善意付诸实际行动，以换得大自然对我们
的美好回报。

这或许可称得上此次大旱给我们的启示。

燕赵都市报
同学聚会引发的阶层

坠落感
话题：十几个高中同学从外地的大中城

市回乡，借春节假期小聚。谈到彼此的收入
问题，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

观点：傻子都明白，这十几年来，金融、通
信、电力、某些政府部门下属的单位，都是高
薪单位，正是这些部门薪酬不受控制地提高，
导致了他们的员工最早进入了中产。

这次同学聚会之后，我开始重新估计自
己的阶层归属了。我如果喊自己穷，肯定是
特别没良心，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我一跟这
些让我产生阶层坠落感的国家中产者比较就
特别不平衡。

我想让大家知道，在阶层收入分化的情
形下，到底有什么体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这
些体制性的因素是多么不合理。

潇湘晨报
官员拿钱消灾是法治

社会的黑色幽默
话题：一个多月时间，四川 2 名自称为

“杀手”的农民靠打电话，敲诈了17名局长近
12万元。

观点：如果连官员都不信仰法律，那么，
以法治国又从哪里获得依存呢？

我以为，局长面对“杀手”敲诈，选择拿钱
消灾，这场“杀手的神话”，恰恰就是法治社会
最大的黑色幽默。而现实中之所以出现那么
多法律不起作用，甚至连司法人员也不遵从
法律的现象，本身就与这种对法律信仰的错
误引领有关。毕竟，连官员自身都对法律没
有起码的信仰与信任，我们公众又怎么指望
他们能够依法行政，能够向社会传递必须的
公平与正义？

11日，刘涛、鲁开垠等广东省政协委员建
议，在金融风暴影响的这段时期内，广东应暂停
员工的带薪年休制。“金融危机下，‘饭碗’远比
‘福利’要重要。员工暂时不应过分要求强制实
行带薪休假……带薪休假应逐步分批进行，可
先在政府机关推行。” （2月12日《新快报》）

“弃年假保饭碗”，根子里是种伪关怀
政协委员的这个建议虽然看似“功利”，但

这并不意味着其可成为一项刺激企业经济复苏
的“功能”，一刀切地在更广范围内推行开去。
取消带薪休假本是部分经营惨淡企业的“不得
已选择”，但如不加区分地向更广社会空间发出
这种善意信号，在“相对不公平”心理的驱使下，
将会“倒逼”部分有条件实施带薪休假权的单

位，为节约成本支出，通过各种手段逃避义务。
笔者觉得，“不强制”只能成为一种暂时性

的举措，帮扶无法兑现员工带薪休假权的困难
中小企业，而不能异化为一项面向更广社会空
间的“功能性”政策导向。且这种“功利化”举
措，要建立在对困难企业的精确区分、与行业整
体升级的配套举措上。 王聃

带薪休假的功能不能异化

政协委员的言论为何惹得舆论哗然？某门户
网站的即时调查显示，高达八成以上的网友反对政
协委员的这一观点。究其原因，这一观点戳中了网
友脆弱的心理隐痛，勾起了他们的不快和不安。

诚如报道所称，尽管我国的《职工带薪年
休假条例》已实施了一年，但对于大多数企事
业单位的员工来说，带薪休假仍是“空头支
票”，不要说没假休，就连假期工作应得的3倍

工资，也很难拿到手。员工的这一权利本已破
损不堪，在这当口，身为政协委员不仅不为员
工权益鼓与呼，反而建言索性暂停带薪休假，
这一颇具“挑衅性”的言论自然不受待见了。

笔者想追问的是，为企业减负，难道只有
企业和员工“自相残杀”这一条路径吗？为企
业减负，政府为何不加大力度减税和减费呢？

石城客

一边是被视为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的制度成果，一边是企业自身应对金融危机的
方略。孰轻孰重，自不必赘言。

我们所需要做的，应该是尽最大之力，将制度
成果化为切实的国民福利，而不是浅尝辄止，更不
应该以“饭碗比福利重要”的名义将国民福利“选择
性停止”，尤其是作为政协委员更应该作为监督者，

为带薪休假鼓与呼，为维护劳动者的权益而有所作
为。依照几位委员的逻辑，如有网友所言，建议官
员卖掉公车骑自行车上班为国家减负，建议大幅度
消减企业高管的天价年薪来应对金融危机，为什么
单单拿企业的工人来“开刀”呢？当他们作为国民
的基本权益和福利都不能得到保护，皮之不存，“饭
碗”将焉附？ 艾迪亚

为企业减负，难道只有一条路？

国民权益不存，饭碗将焉附？

读者来信

“读者来信”征稿启事 欢迎来信，发出您的声音

2月11日《郑州晚报》报道了在陈寨的信
阳人小永，负责打扫3条村内街道和60座民
房的楼梯，每月收入在8000元左右。

一名清洁工，月薪8000元，这是一个让很
多大学毕业生都会眼热心跳的数字。但是如
果你去问一些大学生愿不愿意去做这份清洁
工的工作，他们的回答未必是肯定的。

与这个月薪8000元的数字相对应的，是
金融危机背景下大学生创纪录的低就业率。

《信息时报》报道说，截至1月中旬，广东全省
的本科生就业签约率只有2.2%；问卷调查显
示，毕业生已将薪酬要求降低到2000元，就业
地域也移向欠发达地区。

很多大学生宁愿去当月薪2000元的所谓
办公室白领，也不愿去当月薪8000元的清洁
工。说到底，这就是一个就业心态的问题。
在很多大学生的眼里，自己辛辛苦苦读了4年

大学，却去做一名清洁工，虽然月薪8000元很
有吸引力，但面子上实在说不过去。

其实，高校培养的任何一个专业的大学
毕业生，社会上都不可能正好有数量相等的对
应岗位等着他们，很多人必然会从事和自己所学
专业无关，甚至是相距甚远的工作。但这并不能
说明他们所学的专业就是浪费，所读的大学就是
白读了。大学生只要能够吃苦，能够保持一种良
好的心态，随便做什么，都可以作出一番别人达
不到的境界。为什么天下卖肉的有很多，最后做
大做强，做到全国皆知的，却是一南（广州的陈生）
一北(西安的陆步轩)两个北大毕业生？

个别大学生，宁愿回家当“啃老族”，也不
愿意去当清洁工，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对于那
些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们而言，不妨先从思想
上“就业”，再出发去现实中就业。

广西桂林 秦春兰

大学生不妨学学月薪8000元的清洁工

王小波曾说过，国人和亲友在一块时，常常妙语
如珠。一旦走出这个圈子，绝大多数人选择做一名
旁观者，保持沉默。

每一天，当您阅读晚报评论版，看各位评论员议
论时事、点评新闻，您肯定有自己的看法。我们也想
听到您的声音。

评论版，不只是专职评论员的议论场，更应该让更
多晚报读者参与。评论版，不单单是专职评论员观点的

集合地，更应该容纳更多晚报读者的想法。评论版，不
是板起面孔议论是非，更应该有鲜活的民间声音。

如果，您对各方面出台的政策有看法、有建议，
如果，您对身边的事有看法、有建议，欢迎给晚报“中
原时评”版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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