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期的美国《时代》周刊评出2009年度人物。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除了像美
联储主席伯南克和中国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这样的“权势人物”之外，平民味儿十足的
“中国工人”作为唯一上榜的群体人物高居榜单亚军位置。 （本报今日A37版）

“中国工人”登上美国《时代》年度榜

中原时评

雷语以其简约、有力而传神的特点，一下就勾勒出官话背后的蛮横、无知与冷漠。不过，雷人之
语虽然让人倒胃和震惊，但还不是最可恶的。那些表面冠冕堂皇，却在暗地里实践着与公众利益相
悖之事的官员，才叫真的可怕。

所以，雷语固然需要批判，却不应过分在这些眼球细节上纠缠。那些表面正确、程序合法，却与
公众利益背道而驰的行为，才是真正需要关注的。过分纠结和渲染雷语之毒，方向虽然对，却往往
会射错了靶子。 ——《重庆时报》锐评

雷语
只是浮出权力
水面的冰山

社会关注社会关注

话题：黑龙江东宁官员告
诫“钉子户”不要以卵击石

网友发言

问题的症结只有两个字——利益。
辽宁本溪网友

谁把人民看成了对立面？这样的官员怎
能为人民服务？ 山东淄博网友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官老爷不清楚这个
道理吗？ 北京网友

话题：南京再现胶水糊桥，
市政称安全没问题

网友发言

怕什么？桥断了，如果桥上有车，那是因
为车超载压垮的；如果桥下有船，那是船撞沉
的，反正桥是没有质量问题。 广东佛山网友

南京有三宝：法官、老太、胶水桥。
北京网友

那胶水是什么牌子的？我要求做它的代
理。 青岛网友

话题：专家称中国买卖论
文形成年销售数亿元产业

网友发言

为了评职称，我刚刚在属于东北地区某国
家级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东拼西凑的专业论文，
发表的前提是刊印费1000元。 无锡网友

怪不得钱学森老人问中国为啥出不了顶
尖的科技人才。答案是在这儿呀。 烟台网友

文章称“论文购买者遍布高校、研究单位
等”，这也说明了我国高校教学质量差的一个
重要原因，高校教师本身水平就不怎么样，怎
能教出高水平的学生。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
水平这么差，怎能搞出高水平的科研项目。最
大的问题还不在此，而是说明我国教学科研单
位的生态环境恶劣到了什么程度。 网易网友

看一张纸币两根鞋带如何戏
弄人的智商

昆明市检察院与昆明市公安局联合召开
新闻通报会，通报邢鲲在昆明市小南派出所
自缢身亡事件调查情况：邢鲲系用一张纸币
捅开手铐，用携带的两根鞋带自缢身亡。（本
报今日A25版）

这个调查结果严重颠覆了平民百姓的生
活常识和凡夫俗见，我等愚蠢和无知，猜想不
到邢鲲是用多少面值的纸币神奇地打开手铐
的？以至于网友们强烈要求“请展示这张史
上最强纸币”。至于那“杀人”的鞋带，有记者
问道：“嫌疑人的体重是多少，两根打结鞋带
的承重是多少，打结鞋带能否承受嫌疑人的
体重？”昆明市检察院技术处副处长梁泓答
道：“这个问题需要研究后才能给出答复。”要

我看，也别多研究了，请司法人员亲自演示一
下，就能给出答复了！

我估计，银行得马上发布警示公告：纸
币不得用于打开手铐；而鞋店则要温馨提
醒：请勿用鞋带干出傻事，否则本店概不
负责！ 吴杭民

院士评选“官味度”上升背后的
权力本性和病态

12 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
布。报纸上随之便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中
国科学院新增的 35名院士中，八成是高校或
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 48
名院士中，超过85%的是现任官员。（12月16
日《中国新闻周刊》）

两院新增院士超八成为现任官员，在笔

者看来，就是典型的权力掠誉行为。任何严
肃的学术研究都抵不上官场的春风得意，比
不过权力的呼风唤雨，其结果是学术官僚化
和官僚“学术”化纠葛。更可怕的是，权力在
向学术渗透的同时，学术成为权力的附庸，由
此造成学者独立性消解，依附性增强，向权力
的献媚导致学术尊严的萎缩。

为了对中国学术教育机构的“官本位”
程度进行精确的量化而避免通常的模糊感
知，顾海兵教授引入“官味度”概念来对此类
现象进行量化，得出的结论是，“从5年的动
态趋势看，‘官味度’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

‘ 官 味 度 ’比 2003 年 高 137% ，年 均 增 长
24%”。两院新增院士超八成为现任官员是
行政权力日益膨胀而学术权力日益式微的真
实写照，也证实了这点。 舒锋

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向媒体
确认，《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修改草案不久将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先给补偿再拆迁”有望写入
法律。公众与学界诟病多时的《城市房屋拆迁管
理条例》将废除。 （12月17日《扬子晚报》）

我们讲“以人为本”，肯定是讲以每一个

人为本，讲以每一个家庭为本，绝不是说只
以大多数人为本而置少数人合法利益于不
顾。因此，拆迁，就是要以被拆迁户利益为
本。再说，我们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也
绝不只是强调大部分群众利益无小事，而是
所有群众的利益都无小事。有些政府部门

支持野蛮拆迁，说白了，就是在拿大多数人
的利益作借口。

怎么会把少数群众利益不当回事呢？说
到底，还是没把群众的利益提升到一定的
高度去看，没有彻底地站到群众利益的立
场上去看问题去办事情。当然，之所以这
样做，也还有一个原因，有些人之所以敢于
那么不关心少数群众的利益，对搬迁户那
么蛮横、那么不讲道理，都是因为仗恃着公
权力在后面给其撑腰。试想，如果不是公
权力，而只是某一个地产商，他敢不买每一
个搬迁户的账吗？

之所以出现那么多拆迁纠纷，不能单纯
说是没有满足群众的要求，没有照顾好群众
的利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
让搬迁户感到自己与拆迁者是平等的。即
使是为了获得拆迁补偿这种理所当然的要
求，也让搬迁者觉得他们是在向某些人某
些部门求情。这实在是搞颠倒了。很显
然，像搞拆迁这样的事，如果我们真能将搬
迁户的利益放在平等地位，遵从以人为本
的原则，就不会是被拆迁的群众向要求他
们拆迁者“低三下四”，而是要拆迁者去向
搬迁户“求情”，希望被要求搬迁者谅解他
们这样做。

如此，即使拆迁中的小问题不会由此杜
绝，大的纠纷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频频发生。

□首席评论员 闵良臣

中国工人早该成“时代人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时代人物”授予中国工

人，其实也是授予中国制造。承认中国工人，就
是承认中国制造。

一直觉得，中国工人早就应该成为“时代年度
人物”。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是在时传祥、王进喜
光芒下成长的，这些年来，中国工人的敬业勤劳坚
韧本色从来没有一丝淡化。而且与以前相比，中国
工人在技术水平、创新意识上也有了明显进步。

此时此地，面对成为时代“年度人物”的中
国工人，许多人应该生出羞惭之心。历史上的
时代人物，都是一时“风光人物”，中国工人们的
收入、地位、发展达到风光境地了吗？整个社会
需要为他们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乔麦青

两年前《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一项上海
4000户入户调查，仅有1%的人愿当工人。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力资源研究培训中心副
主任林泽炎说，“美国80%的优秀人才集聚在
企业，而我国仅有30%的人才在企业”。

这是中国工人的一种“价值自量”的现实
表达。而待业或退休后，结局会更糟。本月
8日，广州市人大代表黄浩玲打破“养老金不
公”的沉寂，惊人“发炮”：现在处级公务员退
休金每月能拿到约8000元，同是处级的企业
的经理们退休时封顶才每月1700元。这还
是企业处长，而企业工人呢？情况更为窘迫。

显然，我们社会缺失一股国家意识的推动

力，尽快去主导评判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并延
续至今的“退休职工双轨制”。在这种社会就业
与退休保障明显失衡的条件下，谁要是心甘情
愿地去当工人，那才是真正背离了现实社会生
态的错误的就业观念。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
辩证唯物论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人们的
社会存在决定其思想。同样，社会分配不公，有
权阶层与垄断行业的收入及保障同大批普通企
业间的鸿沟越掘越深，养老金落差变大，此番现
实，必然决定了人们的就业观发生变化。

所以，要使“中国工人”入选《时代》周刊
的这份温暖存留久长，需要尽快去补制度公
平课。 周明华

“中国工人”荣耀背后的失落

11 月
23日，在还
没 有 签 订
拆 迁 协 议
之前，张家
口 温 春 梅
的 房 子 竟
然 倒 塌 了
一 半 。 当
地 拆 迁 办
称“在清理
旁 边 垃 圾
时 不 小 心
碰倒了”。

李美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