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豪”何以成为网络热词
若要盘点近期网络世界最热的流行

词，“土豪”无疑会高票杀入排行榜前列。

这个原本带有明确历史意涵和贬义色彩
的词，经过“网络造词运动”的重新赋义，

如同病毒一样瞬间传遍网络。 在过去一
个多月时间里，“土豪” 一词在新浪微博
中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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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次，而且迅速蔓延到
了日常口头交流之中。

当身边的朋友们动辄将“土豪”挂在
嘴边时， 很多人都还对这种网络现象感
到莫名其妙。可事实上，只要我们稍稍分
析便不难发现———“土豪”这个词在微博
时代重新流行并非没有原因。

一个词或一个短语之所以能成网络
热词， 往往是因为它以网友们喜闻乐见
的形式映照了社会现实。 “土豪”在网络
甫一出现就被广泛接受和传播， 最关键
的一个原因在于， 人们发现这个词可以
当作一个非常贴切的身份标签———在网
络游戏中，“土豪” 指的是无脑消费的游
戏玩家；在现实世界里，“土豪”则是富而
不贵群体的代名词。

熟悉网络文化的人都能看出，“土
豪”这个词主要用在调侃他人的场合。比
如， 北京那个在国家会议中心给儿子办
奢华婚礼的村官， 就被网友贴上了“土
豪” 的标签； 同样， 江苏南通某富人将
500

万元现金拼成羊肉卷的形状， 当作
迎娶新娘的聘礼， 也毫无疑问会被归入
“土豪”的行列……

与其他网络热词一样，网友热衷于使
用“土豪”这种新奇的词汇，还因为网络热
词是包含特殊编码符号的话语系统，如果
不能解码这些符号，往往会被周围的人视
为“跟不上潮流”。 任何流行都有一定的理
由，也都是我们观察时代的风向标。 从这
个意义上讲，“土豪”这个词的流行，并非
是一场毫无意义的网络狂欢，而是映照出
了一些新富群体的“暴发户心态”。 那些被
贴上“土豪”标签的群体，也有必要反思该
如何改变富而不贵的现状了。 （汤嘉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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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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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再揭科研经
费“黑洞”】课题未启动，钱已进
某些人腰包； 想立项就要有关
系， 立完项再分成……大到发
工资、建经适房、买车，小到充
饭卡、交话费，已曝光和查处的
科研腐败案例中， 科研经费几
乎“无所不能”。 总量居世界第
三、年度过万亿元的科研投入，

却没有换来与之相应的科技创
新效应。 症结在哪？

@

王克勤：【向黑暗角落投
下光亮】为何在世界上任何一个
国度与社会中，都不同程度地存
在着形态各异的腐败现象？究其
原因，都与权力的滥用有关。 因
此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记者们
的深度调查性报道，在相当程度
上遏制着腐败的蔓延。如果有人
躲在黑暗角落里从事不正当的
勾当，媒体所做的只是把灯光打
开。

@

刘戈： 客户修改密码，银
行依规坚持要本人来柜台， 这恰
好是一家管理严格银行的严谨做
法。 因为老年人卧病在床而导致
用担架抬到营业厅， 听起来不够
人性化，恰好说明银行坚持原则。

银行在舆论压力下匆忙道歉其实
让自己显得很不专业。 如果要人
性化上门服务，要先修改规章，加
上可以上门修改的条款。

（据《信息时报》）

“为了温州经济，有必要先让陈
成为制度牺牲品， 可以考虑追加为
烈士”

———记者报道温州弃房现象遭
网络“追杀”，警方以“侮辱案”进行
调查。

出处：《第一财经日报》

“路口都有一帮气势汹汹的人
把守。 因为怕其他车子阻碍送葬队
伍”

——台州村委会主任为亡妻送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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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车随行，沿途路口封道。

出处：《钱江晚报》

“学校领导下了死命令，不敢不
从！ 否则会被开除出校”

———网曝贵阳一学院强迫
2500

名学生伪装成特警去非法强
拆，校方否认，称系造谣栽赃。

出处：《羊城晚报》

“我与阿丽有些矛盾，想借此事
把她转让给朋友”

———南宁男子为甩掉女友，设
局将醉酒女友让给兄弟被刑拘。

出处：《当代生活报》

“不松手是吧，好，撞上车我们
一块倒霉”

———安徽一嚣张司机拖着紧抓
车门的交警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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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出处：《市场星报》

“我从医几十年，这是我见过的
最残忍最血腥的一幕了”

———广西
79

岁老人身患癌症自
己剖腹动手术身亡，急救医生感叹。

出处：《南国早报》

“介绍美女型女友奖励
600

元，

贤妻良母型
1500

元”

———许昌一大学毕业生回校贴
海报征女友。

出处：中国青年网
“反正你也没相中她，不如把她

身上东西分了”

———鞍山男子对前来会面的女
网友不满意，朋友出主意将她洗劫。

出处：东北新闻网（木桦辑）

如何破解地方政府疯狂卖地之忧

中国指数研究院
10

月
1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全国

300

个城市共推出
11.8

亿平方米， 较去年同期增长
8.9%

， 其中住宅用地推出
4.3

亿
平方米， 同比增长

21.3%

； 全国
300

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近
21107

亿元， 比去年同期的
12435

亿元， 同比增加近
70%

。

（

10

月
16

日《燕赵都市报》）

向市场供应的土地只增加
了

8.9%

， 土地出让收入却增加
70%

， 土地价格上涨的速度一目
了然。谁会为疯涨的土地价格最
终埋单？毫无疑问是所有的消费
者，其中，购房者看得见的冲击
较为明显。疯涨的地价会直接推
高房价；而流向市场的土地相对
有限，又难以保证市场持续的住
房供应，将会进一步增强房价整
体水平上涨的预期。卖地收入的
疯狂上涨，还会进一步加深地方
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未来房地
产调控的阻力会进一步增加。

政府疯狂卖地带来的隐患，

远不止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之
忧，其一，疯狂卖地会进一步加
剧土地供需的矛盾，各种违法用
地问题将会更加严重，直接威胁
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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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亩耕地红线， 加重我
国粮食安全的忧虑；其二，地方
政府债务已经进入集中偿还期，

新的政府投资项目还在不断上
马，一旦卖地难以持续，地方政
府债务链就可能出现断裂，继而
酿造巨大的社会危机； 其三，土
地出让、房产开发是一个违规违
法高发、 腐败容易潜行的领域，

政府卖地的过程极有可能伴随
着各种腐败，会直接影响党的执
政之基。

批判起来比较容易， 然而，

地方政府疯狂卖地也有无奈之
处：其一，住房制度全面改革

20

多年以来， 地方政府已经形成
了土地财政的格局， 不可能一
朝改变，而且从目前来看，我们
还不能提供一种成功可行的替
代方案；其二，土地财政在历史
的惯性中之所以形成， 是因为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
的改革转型， 必须由政府来承
担绝大部分改革转型成本，土
地财政在一定程度上是被逼出
来的；其三，长期以来我国经济
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
动，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出口
的拉动效应明显减弱， 经济增
长更主要的是依靠政府的投资
来拉动， 于是进一步加剧了土
地财政的依赖程度。

特殊国情决定了地方政府
的土地财政改革不可能在短时
期内硬着陆，但这种依赖政府垄
断资源获取超额溢价的财政模
式必须改革，如果不改革，在土
地资源日益枯竭的背景下，政
府必然会寻求新的资源来实现
超额溢价，比如矿产资源、水资
源等。 实际上， 已经有所谓的
“专家”建议“将空气资源全面
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 如果目
前的模式不改变， 在卖地收入
这一个“葫芦”被按下之后，浮
起任何一种资源价格疯狂上涨

的“瓢”都是有可能的，推出高溢
价的“空气资源税”也许就不是
一个笑话。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政
府职能存在缺位、错位和越位问
题，有利可图的抢着做、无利可
图的踢皮球，因此要转变政府职
能，“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
事；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
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然
而，政府职能转变，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在目前的政绩考核与
升迁压力之下，“保增长”会让地
方政府没有多少腾挪空间，明知
土地财政模式有问题， 却只能
“饮鸩止渴”。 因此，要破解地方
政府疯狂卖地之忧，中国全社会
都必须做好一个阶段阵痛的准
备，在逐步降低“保增长”目标的
同时，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退出
直接市场参与者的角色，并通过
配套的财税制度改革、政府机构
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让地方政
府在稳定可持续的财政支持下
做好“守夜人”。 （郭文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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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语惊人
@

违背常识的发言愧对“教授”二字

近日，清华某教授在接受采
访时称，外来人口想要取得北京
户口，可考虑进行考试审核。 网
上一片调侃嘲讽， 人们很难相
信， 这严重违背常识的建议，会
出自一个“教授”。有网友又开始
整理各种不靠谱的“教授言论”，

围观教授俨然成了时时上演的
网络曲目。

公众舆论希望知识分子有独
立精神，不盲从、不媚俗，保持一
些“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傲骨。 可
看到“入户北京要考试”这样的言
论，还是让人有些宽容不起来。这
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想法， 是借鉴
了哪朝哪代、哪国哪城的“先进经
验”，还是纯属个人拍脑袋？

专家固然也有言论自由，可
当他以“教授”的身份公开发言，

尤其是对一个牵涉无数人利益的
公共问题发言， 不应该做一些基
本的调研和论证吗？ 教授随便找
个人聊几句， 也许就会发现这建
议有多么荒唐。 如此“雷人”的建
议， 非但不能提升公共讨论的层
次，反而将严肃的问题娱乐化。

这样的案例已非一起。不久
前，同样是一位“教授”，也因发
表争议观点而遭网民围观。她建
议退休年龄推迟到

65

岁， 或
50

岁退休
65

岁领养老金， 期间男
的可去干园丁，女的可去做饭洗
衣。

由于人口老龄化、初生儿减

少等因素， 的确有不少专家认
为，延迟退休是未来迫不得已的
选项。 但像这位教授所说，退休
和领养老金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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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空当
期，让人们统一去做义工，显然
是脱离常识、 毫无价值的“建
言”，甚至不值一驳。

我们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专
家都要和舆论保持高度一致，专
家可以甚至应该坚持自己的观
点， 但起码是要经过认真研究，

逻辑上能自圆其说，而不是说一
些漏洞百出，连普通人都不屑与
之辩论的“雷语”。 换言之，我们
从不要求专家发言时，刻意“讨
好”公众，但起码要对得起自己
头上的“教授”二字，捍卫自己和

专业的尊严。 遗憾的是，很多让
公众不满的教授言论，经不住逻
辑推敲，找不到智慧光芒，有时
甚至只是一种想当然的呓语。

在专业分工愈趋细致的时
代，专家可以说是社会的“咨询
师”， 民众和政府都依赖学者提
供专业、靠谱的意见，进行决策
和判断。 因此，学者在公共领域
发声时，要有社会责任感，而不
宜率性发表一些突发奇想式的
论调。 学者就公共事务发言之
前，也应预见到收获有什么样的
反响，所以若有意挑战“常识”，

就应提供相关知识基础，努力说
服公众，而不是用只言片语制造
泡沫话题。 （王健）

再高一点
河南省孟津县东苑小区

一幢楼， 原本应该建
12

层的
楼房却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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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12

层以上
的业主由于加盖房屋属于违
章建筑，没有手续迟迟拿不到
房产证。 开发商称， 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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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是由于当初领导说：“可以
盖得再高一点。 ”

由于夹杂着权力威势，领
导一句话可能比整个世界还
重。 对于下面的官员来说，很
难搞得清领导一句话，到底是
真话还是假话，到底是深思熟
虑还是信口开河。揣测不了不
如不去揣测，总之把领导每一
句话都当成“金口玉言”，认真
去办去落实肯定不错；而且落
实领导讲话的过程，也是向领
导表决心和献忠心的过程。

所以，有些官员不怕领导
信口开河， 就怕领导沉默是
金。 现实中有些地方，口号频
频更换，规划频频更新，很大
的一个原因，就是领导又讲话
了———即使有些讲话只是随
口一说，并没有过多深意。

更重要的是，现在权力和
金钱结合得十分紧密，一些商
人也善于从领导讲话中寻找
商机。如果领导一句话对自己
有利，商人就会奉为“尚方宝
剑”，借机向有关方面施压，从

中谋取巨大商业利益。这意味
着，领导不能随便讲话，特别
是在面对资方的时候，更不能
随便指示、表态。否则，一不小
心就会成为商家的工具，讲话
就会被商家用来谋取利益。

可叹的是，有些领导权力

感觉太好， 到哪里都要提要
求、作指示，丝毫不考虑讲话
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这一意
义上，“一句话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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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可
能是开发商让领导背了黑锅，

但这个黑锅背得不是很冤。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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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