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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危机”不在异化在退化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

的一项调查(1770人参加)显示，83.6%的人
认为现在人们的汉语应用水平下降了，其
中45.0%的人表示“下降很多”。这个调查
的样本并不大，但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出
一些人对汉语使用日益碎片化与不规范化
的担忧。最让人担心的不在网上，而在网
下。在现实世界中，很多人的汉语应用水
平下降了，那主要不是汉语的“异化”问题，
而是汉语衰落“退化”的问题。这里边有

“用进废退”的问题，比如中国成为世界加
工厂，庞大的以中青年人口为主的劳动力
大军，他们很廉价很卑微，而生产流水线又
往往能将人异化成机器，民工们本就话不
多，在生存的压抑中，这么大一个群体的汉
语应用就很贫乏。

——《钱江晚报》

警惕污企“战略转移”以邻为壑
据1月1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盘点

近年来的重大污染事件可以发现，“老少边
穷”地区正成为高污染企业迁徙的目的地
与污染事件的频发地。污染企业向“老少
边穷”地区悄悄迁徙，是缘于发达地区对污
染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如广东、浙江、江
苏、山东等地的招商引资部门明确表示拒
绝“两高(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珠三角、
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已经着手建立环保淘汰
机制，清剿污染大户，叫停关停一批污染严
重的企业。污企“战略转移”到“老少边穷”
地区，其实是以邻为壑，最后损害的是全体
国人的生存生活环境。

——《大众日报》

公民建言

倾听民声

1月10日，四川省眉山市
通过当地媒体公布了 111 名
眉山市下属区县领导工作分
工及手机号码，而在之前，该
市已经于1月1日和1月9日

公布了34名市级领导和131名市级单位、部门
主要负责人的手机号码。

保证社情民意渠道畅通，方便百姓随时咨
询或反映问题，无疑十分重要。从领导热线、
大接访，到政府网站、信箱，我们看到，当下社
情民意通道比以往更为宽阔。不仅是四川眉
山，好多地方都公布过领导电话。不过眉山市
公布领导电话更彻底，既公开了市级领导电
话，各市级单位、部门主要负责人的手机号码，
又公布了区县领导工作分工及手机号码。信
息公开更为全面，更为具体。百姓打电话的选

择余地更大。
虽说公布领导电话涉及隐私的问题，不分

时段、场合的来电甚至对领导造成“骚扰”，但
是领导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民众有权利监
督其使用权力。在一定意义上讲，领导电话并
非单纯的个人隐私，而是一种公共资源。公众
有权知晓这种公共资源。相关部门不仅要公
开领导电话，而且要提高电话接通率。即便领
导公务繁忙不能一一接听民众来电，也应该安
排富有责任心的工作人员代为接听、回复，由
工作人员及时反馈原汁原味的民声民情。

虽说领导公务繁忙，但是普通百姓不一定
明白领导的精细分工。他们可能会把领导电
话当成信访办公室，不管是公共服务瑕疵还是
个人诉求，都去拨打领导电话。虽然百姓来电
中不少是小事，但是小事往往涉及民生问题。

当百姓的利益遭到损害时，他们需要有人倾听
与回应。

当然，按照行政最优化的原则，百姓有需
求应该去找各个公共服务部门与基层工作人
员，但百姓把领导电话当成“万金油”，也说明
公共服务存在缺陷，职能部门工作作风不够
好、工作效率不够高，百姓诉求表达机制不够
畅通。在我看来，百姓拨打领导电话，从侧面
也反映出职能部门还没有建立起规范的、常态
化的运行机制。如果每个职能部门各司其职、
有机运转，互相不推诿扯皮；如果百姓利益诉
求渠道畅通，诉求成本低廉，职能部门乐于为
他们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他们就不会轻易去
骚扰领导。既然领导电话已经公布，领导就要
思考如何引导好百姓的诉求热情，给百姓提供
更多更便捷的民意诉求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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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深圳几位人大代表就“农民工”称谓
再次提出建议，认为使用“援建者”这一称谓比
较合适（1月12日《广州日报》）。然而，一如先
前，新闻后面很多网友跟帖还是强调取消带有
歧视的称谓固然好，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提高他
们的待遇，改善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状态，并且
认为“援建者”仍然有强调务工的农民朋友是

“外来者”之意。
有关农民进城务工者称谓的争议，这些年

一直就没停止过，大家总觉得这个称呼多少带
有点歧视的意味。进入新的一年，广东与我们
河南两省的省领导都明确提出将适时取消“农
民工”称谓。这说明这种带有歧视的称谓已经
引起政府高层关注，并与时俱进，下决心彻底
改变这种情形。

名不正则言不顺，是孔夫子所言。我们虽
然不必过分强调名，但对在城市务工的广大农

民朋友而言，有一个恰当的称谓确实很重要。
这个称谓虽然不能当饭吃、当衣穿，但可以提
高他们的自信心，增强他们的城市认同感，鼓
励他们在生活中腰板挺得更直。

有些网友对取消现有称谓看得很淡，一味强
调提高务工者的待遇。这些网友其实都是有“菩
萨心肠”的人，他们在生活中看到一些“农民工”
的生活艰难，很令人同情，才强调提高他们的待
遇。这是必须肯定的。

可强调待遇没错，但同样不能忽视称谓。
社会上有些职业，改不改称谓，大不一样。比
如，“剃头”改为“理发”，就是很好的例子。我
们没有人听说过有“剃头师”，但有“理发师”却
是毋庸置疑的。过去将打扫公共卫生的称做

“扫马路”或叫“扫大街”，现在改称“清洁工”，
清洁工就比前两个称谓让人听着舒服。而对
于“家庭清洁工”，称谓更是上了一层楼，叫做

“家政服务”，直接划入了“服务行业”。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称谓的改变。工作

虽然还是那个工作，称谓不同，感觉就会不同；
感觉不同，人的精神面貌也就不同。有一个好
的称谓，能提升人的精气神，鼓舞人的干劲。

当然，实至名归很重要。光有好听的称谓
肯定是不够的。我们要在取消“农民工”这个
称谓的同时，以实际行动努力消除城市的歧
视，使更多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兄弟真正融入城
市，融入市民社会，把自己实实在在地看做城
市的一分子。

众所周知，广东是劳务输入大省，而我们
河南是劳务输出大省，在我们这两个省率先取
消“农民工”称呼，在全国都有示范意义。一旦
我们找到了合适的称谓，取消获得成功，这种
带有歧视的“农民工”一词，就会成为历史的一
页被掀过去。

首先说清楚，类似报告本来是娱乐性质，
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别太当真。

然后，我要问两个问题：问题一，酿造方
法、成酒质量完全与茅台酒相同的另一种白
酒，如果不能贴上茅台酒的标签，价值几何？
问题二，假茅台酒的价值几何？

一般而言，酿造方法、成酒质量完全与茅
台酒相同的另一种白酒，无论是否贴有茅台的
标签，也基本能够赢得相同口味者的青睐。因
此决定了价廉物美始终是市场竞争的王道。
使用种种手段，经营某种据说叫“品位”的东
西，诚然可以将特定品牌打造成奢侈品，但这
个世界上，有“品位”的人可真不多，注定了奢
侈品在贵的特色之外，必定有销量小的特色。
动辄说限量版，实际上，主要是因为不限量的
话，根本就卖不出去。

贵而销量少，不算是“品位”无理的理由。

“品位”者，本来是极端个人化的东西。私域范
围，无论怎样“品位”，但凡在法律框架范围内，
皆属个人自由。但公共事务、公共收支层面
上，却以必要且经济实用为原则，不应给特定
个人留下多少追求个人“品位”的空间，尤其当

“品位”与昂贵画上等号时。
茅台酒价格的高昂，之所以为人诟病，不

在于价格高昂本身，而在于被公款消费。且其
品牌价值的形成，被许多人认为，与数十年如
一日地被公款消费认可有关；其价格的不断上
扬，被许多人认为，与公款消费规模越来越庞
大有关。

第二个问题也有了答案，当公款消费无节
制，当茅台酒的品牌价值主要来源于权力导向，
则将假茅台酒置于公款消费、权力导向，品牌价
值与真茅台同。胡润对于茅台酒品牌价值的评
估，不真正在评估商品本身，而是在评估行政糜
费、权力肆虐在某一环节上的危害之大。

顺此推导，在公款消费、权力导向范围内，
以假茅台酒充真茅台酒，在品牌价值层面上没
有区别。那么，如果你，在 2012 年的公款消
费、权力导向场合，用假茅台酒换掉真茅台酒，
让一些人去喝，至少在道德层面上，你没有错。

茅台酒之所以能成为奢侈品
□许斌（湖北）

热点话题

1月11日，胡润发
布“中国千万富豪品牌
倾向报告”。报告中，茅
台、五粮液与路易威登、
爱马仕和宝马等知名品
牌，同时出现在“2012
胡润全球十大最值钱的
奢侈品牌排名”榜上。
其中，茅台以120亿美
元的品牌价值列第四
位，超过洋酒轩尼诗、酩
悦香槟和人头马。
（新闻见今日本报A25版）

王
书
民

图

奢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