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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英语的
行为分裂

如果现在取消所有的外来词汇，基本上我们说话就成了问题。而这百年来是我们的传
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另外一个大融合时期，要是你去美国的话，老美说“豆腐”这个词的时候
还有河南口音呢。

近些年来，为了净化语言文字环境，有关部门真是出力不小，从英文到火星文再到中文
本身，各种规定一次一次下发、传达，但似乎始终没有人知道，语言与文化都是活生生的，随
时处于变化当中，这种规定除了用处不大之外，更容易授人以限制文化的批评借口，得不偿
失、何苦来哉？ ——《潇湘晨报》话题：五大电力集团再

度陷入行业性亏损，要求上
调电价

网友发言

为什么一个亏损的行业，那么多人想
挤进去呢？原因很简单，员工待遇很高，福
利很好。 福建网友

扭亏需要自己想办法，不能政策面最
好，效益面最差。 河北网友

我是火力发电厂的，深知发电企业这
几年面临的经营压力，燃煤电厂就是把煤
变成电，燃料成本大约占发电厂成本的
70%到80%，近几年煤价的快速上涨已经让
大部分发电厂吃不消。一些发电厂出现多
发电多亏钱、少发电少亏钱，但又不能不发
电的怪现象。 南阳网友

话题：江西数十名儿童
疑接种麻疹疫苗患病

网友发言

女儿从出生到一岁几乎月月打预防
针，每次都提心吊胆的。 新浪网友

接种本上的必须打，不在本上的要签
字的，可以不打，但我都给自己的孩子打
了，知道为什么吗？打有一定的危险性，但
不打危险性更大。 网友懒懒的大水牛

偷工减料+高温运输，不出问题才
怪。 北京网友

即使是接种疫苗的正常反应，以现在
的补偿标准尚不能解决这些孩子现在的问
题，更不用说以后了。 安徽网友

热点热点
话题话题

北师大教授钟伟近日撰文称，如果经济增
长、居民货币收入增长以及官方的发钞节奏没
有根本改变，一个将在 2027年退休的职工，将
需要300万~500万元才能度过余生。类似京沪
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预备1000万元养老也未
必够。 （4月7日人民网）

在笔者看来，试图去证伪钟伟的论点并无
多大意义，也几乎不太现实，原因在于他的观点
基于一个前提“如果继续无度发钞”。实际上，
与其说钟伟抛出了一个令人泄气的预测，不如

说钟伟在试图阐明通往“老有所依”的路上到底
存在几条“拦路虎”。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如何让公民“老
有所依”是任何一个地方的管理者都应该考虑
的问题。如果不正视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下百姓
的收入增长并不太明显的现实，并积极寻求解
决之道，而只是一味地沉醉于GDP增长带来的
快感之中，那么，钟伟所预言的现象，也未必不
能成为现实。

欧木华

江苏南通如皋一家
食品添加剂公司在生产
面粉增白剂时加入了石
灰粉，含量达30%，销往山
东、江西、安徽等地的大
中型面粉企业，继而变成

老百姓的食物。(4月7日《法治周末》)
20多年前时任商业部粮油工业局局长的王

瑞元，最早引进并同意在面粉中添加有漂白功
能增白剂。1986年，商业部在新颁的小麦粉标
准里，允许添加过氧化苯甲酰。卫生部同步将
其列入了《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允许每公
斤添加60毫克过氧化苯甲酰。未想到，小小的

增白剂居然也成了无良奸商牟取暴利的玩偶。
因为，氧化苯甲酰需要玉米淀粉进行稀释，而石
灰粉不仅价格低于玉米淀粉，重量又是玉米淀
粉的两倍。为降低成本，如皋市玉众食品添加
剂厂居然用石灰粉替代玉米淀粉。

其实近些年来，国内关于禁用增白剂的呼
声越来越高。主张废除者认为增白剂潜在对人
体肝脏有损害，依照现有工艺水平，已没有必要
继续添加面粉增白剂。连起初首推增白剂的王
瑞元如今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如果
当初我不同意加的话，今天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现在有责任提出取消它，否则愧对老百姓。在
有生之年，如果看不到禁用，死不瞑目!”以至于

2000年开始，他在各种粮油工业会和粮食行业
会上都呼吁企业禁用面粉增白剂。遗憾的是，
存禁之争不仅一直未能进入决策层视野，即使
面粉增白剂使用的国家标准，都是相关部门委
托一家面粉增白剂龙头企业参考制定的。

事实上，如皋很多人都拒绝在本地购买面
粉食用，何以职能部门硬是发现不了？如果不
是该厂厂房意外爆炸，其用石灰粉充当玉米淀
粉的丑行甚至就难以进入公众视线。

“老百姓现在反而都不敢买特别白的馒头
了。”作为职能部门理当对增白剂的存废尽早
做出科学决断，不能再优柔寡断了。毕竟，民
以食为天不是以食为“添”。

几本日记别看不值钱，但按照官员的“公家
人”习惯，他一定不会掏自己的腰包。在办公桌
上放几个“摸得起了毛边”的本本(假设他敢放
在办公室的话，前提是不能看内容)，不知道会
因之哄骗多少领导。领导一定会认为，这位科
长多敬业、多爱学习(笔记本子都记“烂”了、足
有好几大本，不就是证明吗)。

一些腐败分子极善于伪装，是他们能屡屡
得逞，甚至能堂而皇之地将玩女人多少列入人
生计划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又着实曝
露一些上级机关、上级领导“幼稚”和“麻痹”得
可笑。人家天天“造计划”，某些领导还认为人

家乐于奉献、很敬业；人家天天玩女人，有的领
导还认为人家天天“下乡”、真辛苦。

官员能将自己的人生规划制定得“井井有
条”，还制定出什么600到800的量化指标，放在
工作上真是值得钦佩的“拼命干部”，问题是恰
恰是这类官员将精力和时间以及“工作计划”，
放到捞票子上、玩女人上，这是官员和官场之
耻。笔者还认为，如果找根子的话，提拔和任命
这名“流氓贪官”的领导难辞其咎——一个“劣
迹斑斑”的“色鬼型”贪官，后面一定有一堆被蒙
蔽的“装傻充聋”的领导。

毕晓哲

几乎每个落马官员的后面，都有N个被玩
弄的女子。美色诱发腐败，腐败供养美色，权色
之交换逻辑概莫于此。

剥离王成本身的贪腐劣行，“玩女人的年度
指标”成为更加吸引眼球的话题。当把玩弄女性
加以量化，并列出具体目标，一位基层官员之糜烂
可想而知。不仅如此，案发之后，被查获的还有引
人无限遐想的性爱日记与硬盘。由此，公众的猎
奇心理与天然的正义感得到了最大释放。一方
面，对桃色事件本身充满惊诧与鄙夷。另一方面，
对权力勾兑美色流露不满。而这种情绪的宣泄，
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固然有着直接的愤怒与
抨击，同时也不缺反讽的“戏谑”与“惊羡”。于是，
安庆的这场艳事再次成为娱乐大众的元素。

公众历来有着将官员桃色事件娱乐化解构

的思维习惯。从文强口中的女星、韩峰日记里
的女同事到王益背后的芳菲，直至王成“计划”
里的女子。需要反思的是，对贪腐事件进行娱
乐化解构有着怎样的土壤和现实效应？事实
上，首先是官员腐败行径中有了可供“八卦”的
素材，而后才有公众深挖桃色的思维习惯。只
要权色交易不绝，所谓“娱乐化解构”就会一直
存在，且很有存在的必要。其现实效应也是显
而易见的：将事件影响放大，以更多的关注，更
广的传播，集聚民意压力。

“风流贪官”更容易被舆论炙烤，尽管民意
往往更多地纠结于“风流”而不是“贪官”。但对
权色的关注，本身就是一种道德鞭挞，腐败事件
从来不会演化为一个纯粹的娱乐事件，即使“娱
乐化”也必指向反腐的内核。 然玉

一个科长的“香艳计划”

“2003年至少要与56个女性发生性关系，确保有两名为良家妇女。”安徽
省安庆某事业单位科室负责人王成(化名)因受贿落马，他的几本日记与1个移
动硬盘被查获，曝光其先后与500多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据调查，王成受贿
与玩弄女性都制定了年度计划。 （4月7日《南方都市报》）

“色鬼型”贪官是如何练成的？

对权色腐败的“娱乐化”鞭挞

朱慧卿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