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饭与房子的贵贱价值观

中国人不会买
30

元钱的蔬菜，认为太贵，却会觉得
30

万元的房子
首付很便宜。 住在

300

万元的房子里，每天却只花
10

元钱吃饭；如果在
饭店里点高级的酒、昂贵的菜，则多半是公费。

这样的吃饭与房子贵贱价值观是不是中国人今天才有的呢？ 不是，

这是中国人数千年传统。 这一传统的发源可以上溯到久远的时代，与大
规模的灌溉农业和小农经济有着密切关系。大规模灌溉诚然是农业技术
的发达，但终究还是要靠天吃饭，时时要预备着荒年的发生，因而必须要
从嘴上省下今后数年的粮食安全。 大规模灌溉是大农业，但中国并没有
采用大规模的奴隶耕作制度， 而是发达出了普遍的鸡犬相闻的小农经
济，从而有深刻、牢固的小农意识，虽为小家而希冀着长远的繁衍和稳
定，不是追求一时的口腹满足，而是追求着仓廪富足。中国的大灌溉不是
依赖于自然的潮汐，而是以对泥土的征服为特长，在深加工上由陶器而
发达出瓷器， 在挖掘方面形成了地球上最为密布的人工运河和沟渠体

系，挖掘出来的泥土则堆垒出了无数庞大的城市，建筑是以土（砖）木结
构为基本。 所以，中国人财富的物质形式第一在土地，第二在房子，第三
是仓廪，断断不承认吃属于财富。

但中国人恰恰又是最讲究吃的民族，这叫物极而反。追求吃，是消耗
财富，属于无德，所以中国历史上被骂得最多的桀、纣，罪名之一就是他
们好吃，所谓“酒池肉林”，而秦始皇无论如何被骂，由于有长城，终究还
是有“誉”的一面，所谓“毁誉参半”。造了房子而吃是无德，没有造房子而
吃更是无德，但能不顾无德而吃，实在是被羡慕的一件事情。 所以，批评
归批评，吃归吃。 如果能够得到吃，又不需要自己花钱，不影响自己积累
仓廪之实，那就属于本事了，是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

所以，吃饭虽贱而以为贵，是因为吃自己的钱，如果是公款就是越贵
越牛气；房子虽贵而以为贱，是因为买了房子属于自己的，中国考古可以
见到的最多的文字，叫“子子孙孙永宝用”。 （顾则徐）

座谈会不能“摆会”

近日，有一个最高层工作座谈会议，主持人打破常规，不落俗套，让
与会者坐立不安，有人说“再也不能照本宣科了”。这其实是说，今后开会
不能“摆会”了。

这就是李克强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

会上，湖南省的同志介绍了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情况，发言不到两分钟，李克强便插话打断。

后面，李副总理对其他发言者打破砂锅式的追问，又深又准、环环相扣，

令有些人猝不及防。从他插话中得知，与会者的汇报稿他会前已经看过，

不需要在会上重复。

会议有两种，一种是程式化的，一种是开放式的。“插话”、“追问”，不
提倡念稿子，这是许多程式化的会议少见的元素，但作为本应该是开放
式的座谈会，又是必须的元素。我们往往把两种会议混为一谈，座谈讨论
式的会议，也要预设思维路径和会议结论，“即兴发言”也要秘书准备讲
稿。有些会议材料事先准备是必要的，但不等于与会者会上再不动脑筋，

并不等于不能突破准备的边界。

在老百姓眼中，当下会议的开放性与生动性，层级越高似乎就越缺
乏。这固然与官场层级观念有关，但与有些领导追求会议表面效果，不求
实效更有关。久而久之，有些基层领导也不自觉地上行下效，动不动文牍
主义，会前“精心准备”，会上“行云流水”，会后“万事大吉”。

即使是有些程式性很强的会议，也不是不需要人们开动脑筋，不欢
迎人们畅所欲言，而是需要安排会前酝酿与会后讨论。 那样的会议更多
是一种宣示意义。 如果会议不分层级、不分内容、不分对象，一律按“好
听”或“好看”要求来“摆会”，那就不是“做事”而是“演戏”。真正的座谈会
交流会，不仅要有领导“插话”和“追问”，更应该有回答、有分歧和争论，

最后有结论促进工作。

李克强同志“在会前就把材料看过”，很多领导干部在此应该受到触
动。会议上说得较多的一句话是“领导是关键”，这话用在改变“会风”上，

仍然可行。因为改变会风或者文风的文件规定多如牛毛，可是效果甚微。

但愿李克强同志主持会议的良好会风能够乘十八大东风，吹遍官场和会
场。 （易国祥）

新闻：随着国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公积金征缴“肥瘦
不均”的问题开始凸显。记者对青岛多个行业调查发现，

有的单位为员工一个月缴存五六千元，有的单位则只有
一两百元， 不同行业之间公积金缴存额度相差数十倍。

“缴得少用不起、缴得多有富余”现象越来越严重。（

11

月
25

日《半岛都市报》）

在买房难的现实困境下， 作为一项住房保障制度，

人们对住房公积金寄予了厚望。 然而，这项制度的实际
运行却不尽如人意。

越是高收入群体，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越高。 面对
居高不下的房价，最需要保障与扶助的低收入者，反而
很难得到实惠。 越是富裕的福利越高，保障制度到底保
障了谁？

充分享受到住房公积金制度好处的往往是垄断行
业，尤其是高管人员，有高额住房公积金补贴，还房贷基
本无压力。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对很多一般员工购房，公
积金基本起不到有效的保障作用。

这种局面的出现，与目前亟须改革的收入分配问题
息息相关，如果得不到有效调整，势必导致“滚雪球”效
应，加剧社会不公。 （李杏）

@

一语惊人
@

速成鸡质量
究竟如何

《东方早报》载：山西粟海集团
养殖的鸡

,

从孵出到上餐桌，只需要
45

天， 是用饲料和药物喂养的，而
粟海集团是两大洋快餐肯德基和麦
当劳的大供货商。

“速成鸡”再次挑动消费者的神
经。从传闻到确认，“速成鸡”真的走
进了公众视野。到底该如何看待“速
成鸡”和公众对“速成鸡”的焦虑？必
须考虑两个话题， 前一个问题关系
到“速成鸡”的质量，后一个问题关
系到消费者的知情权。 不合格的商
品自然不能卖， 即使合格也应该满
足公众的知情需要。

所以，在澄清“速成鸡”传闻时，

应该实现两重信息对称：“速成鸡”

的质量如何， 消费者知不知道自己
买的是“速成鸡”。 如果没有这两重
信息对称，公众的焦虑将无法消减。

首先，“速成鸡”质量如何？速成
可能意味着质量的缩水和折扣，而
以饲料和药物喂大的“速成鸡”到底
有无质量问题， 是质量不达标还是
没那么好？ 如果速成只是一种科技
的进步，没有任何危害，那么就应该
普及这个知识。如果不是，就应该老
老实实地告诉公众。

其次，使用“速成鸡”的秘密是
否公开？即使“速成鸡”是安全的，也
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消费权得到了充
分体现和尊重。因此，就算“速成鸡”

是个新品种， 商家也应该告诉消费
者，让消费者作出自由的选择。这才
是市场经济中对消费者尊重的一种
表现。 就像之前的速成豆浆传闻一
样，只要告诉消费者豆浆是冲泡的，

不是现磨的，而速成豆浆没有问题，

选不选是消费者的自愿。 （乾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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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孩子嘴里“抠食”，于心何忍？

“我真不敢相信
,

这就是营养午餐。 ”连日来
,

在湖南省凤凰县支教的
大三女生小梁连发微博

,

揭露当地营养午餐的现状
,

“国家拨款
3

元的营
养午餐

,

到孩子手上
,

就是一盒牛奶、一片小面包。 ”记者调查得知
,

这两样
东西价值仅

2

元。凤凰县教育局回应称
,

选择面包、牛奶作为营养午餐符
合政府采购的规定。

(11

月
25

日《羊城晚报》

)

出现这种丑事
,

让人没法不愤怒。 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成天嚷嚷说
“再穷不能穷教育

,

再苦不能苦孩子”

,

可是
,

孩子饿着肚子上学的事情还
是发生了。 让这些孩子不挨饿的成本并不高———每人每天

3

元钱而已
,

按一个学年
200

天算
,

一个孩子一年
600

元而已
,

这远远比不上某些官员
一顿宴席的开销。 更为可耻的是

,

一些地方竟然还要“雁过拔毛”

,

把营养
午餐当成“唐僧肉”

,

从孩子们嘴里抠食。 这不仅仅是工作方法的问题
,

而
是当地主管部门工作态度出现了偏差。

南方人喜欢吃米饭
,

孩子们正在长身体
,

中午需要吃上热饭、喝上热
汤
,

可是凤凰县的营养午餐
,

只是提供牛奶、面包了事
,

这明显是一种懒政
和不作为

,

无非是不愿意提供配套资金给孩子们建食堂。 从报道来看
,

凤

凰县教育局确实进行了午餐招标
,

但对于供应商提供的食物是否缺斤少
两
,

是否能够每天及时送到
,

他们不管不问
,

并没有发挥监督和管理的职
能。 从这一点看

,

已经涉嫌渎职。

也有人追问
,

这种放任不管
,

其背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

绝对不是一
句“符合政府招标规定”就可以搪塞的。 从记者调查来看

,

学生实际吃到
的营养午餐

,

价值仅为
2

元
,

剩下的
1

元成了糊涂账。 要知道
,

凤凰县有
3

万多名学生享受营养午餐
,

按一年补贴
200

天计算
,

假如每生每天被克扣
1

元
,

供应商一年的不当得利就达
600

万元。 究竟谁从孩子们嘴里抠食
,

背后有着怎样的猫儿腻
,

当地有关部门该担什么责任
,

这些问题需要给孩
子们一个说法

,

给社会一个交代。

报道中有一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
:

孩子们饿了两天
,

这让支教者小梁
无比内疚

,

她在微博中对学生们说
:

“老师对不起你们
,

老师没有把午餐的
事弄好。 ”究竟谁应该感到内疚

,

谁对不起孩子
,

谁没有把营养午餐弄好
呢
?

一名外来支教者可怜当地的孩子
,

而当地的“父母官”却无动于衷
,

这
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吗？ （晏扬）

“他们让我按编好的文字稿背
下来，陷害李庄”

———李庄致最高检控告书中
说， 龚刚模有证据证明重庆警方有
意陷害他。

出处：《齐鲁晚报》

“不要管我，我不想活了，让我
死吧”

———一南昌男子带数万彩礼到
青岛求婚遭拒，当场自焚。

出处：大江网
“为学生说话，说学生的话”

———南开大学校委会首现学生
代表，并表示参与管理是民主体验。

出处：《中国青年报》

“开酒的最高境界，要像少女之
吻”

———杭州一大学开品酒课，课
上该校老师在演示时如是说。

出处：《钱江晚报》

“现在高科技作弊手段厉害，扎
起马尾可以防止考生佩戴微型耳
麦”

———四川国考要求长发考生扎
马尾。

出处：《华西都市报》

“最近好多人没生病，都在大量
买药”

———陕西渭南传合作医疗余额
作废，村民扎堆买药。

出处：《华商报》

“完全没了意识，脑袋像空白的
一样”

———北京一馒头商贩凌晨持刀
扎死同行，鉴定称其“抑郁”。

出处：《新京报》

“等她病好了，咱们就去结婚”

———恩施一女子罹患重症需换
肺，男友不离不弃守候

4

年。

出处：《武汉晚报》

“我们招聘大学生是为了加强
猪场的科学管理”

———湖南一企业在武汉招聘猪
场饲养员，要求本科或硕士学历。

出处：《武汉晚报》

保 障 了 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