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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2012年第21期

“战略机遇期”
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 中国经济高速稳定发展，
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当今时代的本质特点已由
“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进而提出了“战略
机遇期”这一重大判断，这就等于从全球发展的大
视野上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正确的历史方位。

近年来，国际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日益
严峻的世界局势以及前所未有的周边环境挑战，
是否意味着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会消融为
一厢情愿的幻影？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战略机遇期”不会发生
根本变化。这是因为，做出“战略机遇期”的判断
有两点重要依据：一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二是
寻求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的主流。从目前情况
看，这两点依据依然存在。

当然，承认“战略机遇期”的存在，并不意味着
它可以唾手而得。最重要的还在于我们要从战略高
度思考国家利益，将战略机遇最大程度地转化为战
略现实，转化为发展成果，转化为全球影响力。

聚精会神谋求发展， 全心全意改善民生，把
中国建成繁荣、 民主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是
我们思考和利用“战略机遇期”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全球层面，要更加有力地推动中美、中欧、中俄
关系，强化与新兴国家的联合。在地区层面，要着力改
善周边关系， 特别是要有
理、有利、有节地处理好钓
鱼岛问题， 中国的战略机
遇期来之不易， 决不能被
日本国内的极右翼势力所
绑架、所破坏、所糟蹋，对这
一点，我们务必保持清醒头
脑，决不能中计上套。

《财经国家周刊》2012年第22期

让我们的城镇幸福地生长
“现在规模的城镇化发展很快， 但人口城镇化远远

不够。”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实现
人口城镇化的关键，就在于制度变革，比如农民工市民
化的问题，是当前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不深入推
进户籍制度改革，城镇化就没有根本性的出路。

地方官员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谈到
他们的纠结，一方面城镇化需要“外来人口”在本地购房
置业，以维持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可持续运转；另一方
面，如果将“外来人口”转化为本地户籍人口，则地方政
府在教育和保障方面的成本相应会增加很大的支出。

这一问题显然是一个“双难选择”，其根本的出路在
于，要想实施“人的城镇化”，需要地方政府增加在民生
方面的投入，向人的素质的全面培养转轨。对于一些富

裕地区的城市来说，这还是个好解决的问题，对于贫困
地区来说，最后就成为一个巨大的财政难题。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有关新型城镇化的改
革方案已经进入决策层视野。 由发改委牵头的国家城镇
化专题调研组已经完成了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
个有代表性省份的调研，并已经
形成了调研报告。这份报告就未
来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及方向
等问题提出了诸多规划。

而我们的一个期待是，能不
能不给“城镇化”下任务、定指标，
而是政府做好规划和引导， 放手
让我们的城镇幸福地生长。

《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第42期

校服为什么那么“土”
我1997年从日本到上海工作，在25年时间里亲眼目

睹了中国人日益追求生活品质、注重时尚潮流的深刻变
化。上班族的年轻人穿着上已经十分得体，有国际化大
都市的“范儿”，这些年来，唯一没有随着中国人时尚观
念发生相应变化的，应该就是中小学校服。不但面料质
量差，款式也落后，更谈不上整齐与个性的融合，甚至用
比较难看来形容也不过分。

我问过身边的中国朋友，据说原因主要集中在两个
方面，一是教育局和学校对校服没有足够的重视，二是
怕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承受不起。还有一种说法是，学生
要以求学为主，不应“过分追求”外在美。

但实际上， 这样的思维方式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
了。现在中小学生使用电脑和手机的比例可能比成人还
要高，有时比大人们用的还要新颖和贵重。

他们脱下校服后， 可能马上就换上阿迪达斯和耐
克，国际化大都市的环境熏陶是潜移默化的。与其让学
生放学后迫不及待脱去校服，还不如让他们穿着漂亮得
体的校服感到骄傲和自信。

而只要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愿意花精力去找设计
师落实此事，一定可以做到价廉物美，让所有的孩子都
穿得起。

校服这点事，看起来是鸡毛
蒜皮的小事，却有助于培养下一
代的自信心和归属感，并反映出
社会的进步与文明。 时尚美丽、
健康快乐应成新理念。而一代自
信和有审美眼光的孩子，将是一
笔无价的财富。

《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第43期

希望素质教育和考试不再矛盾
单身、住校、一礼拜25节课、忙得没时间恋爱，有“上

课小超人”的称号……毕业5年后，“85后”陈莹已经是北
京市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小学部的英语教研组长、外事
秘书，负责外教管理和部分外事接待的工作。

刚参加工作时，陈莹总怕家长们嫌她太年轻，担心花
了大价钱的家长会格外挑剔，但5年相处下来，陈莹发现大
多数家长都非常善解人意，他们和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立场，
就是一切为了孩子，陈莹的手机24小时向家长们开放。

陈莹认为，目前教育方面亟须解决的问题，是理想
和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多的家长都有很高的素质、很好
的教育背景，很多家长还有海外求学背景，他们会关注
国外是怎么教育孩子的。面对国内小升初、择校等实际
问题，一方面家长愿意让孩子走素质教育的路，一方面

又拼命想进名校，很矛盾、很迷茫，不知道应该让孩子怎
么走。有时候，家长自己在家里做好心理准备，想豁出去
了，初中爱上哪里上哪里，但早上送孩子上学，和别的家
长一聊，听说谁谁谁读了一个占坑班，就又不淡定了。”

矛盾的不仅仅是家长，陈莹
在教学上也矛盾。“一方面，我很
希望在英语课上做一些文化方
面的熏陶，让孩子们真正去接触
和使用英语，但另一方面为了考
试，单词拼写能不抓吗？两边的
矛盾，我只能尽量去平衡，不能
往一头走得太狠。”

《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38期

中国当代艺术境地的一点突破
很多年里，我们以为世界是俯视我们的，不跟我们

玩的，心中未免悲凉。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看不到的角
落，他们中的一些人，向中国文化表达着他们的敬意，这
或许是因为某种误读。

但更有可能，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敬意，这是对于
遥远如隔着光年、亲近如兄弟姐妹的异国文化那种既神
秘又亲密的新鲜刺激与感同身受，是因为人类江山难移
的本性，人类共有的欲望与理智的无止境搏斗，人类对
于物质享乐的迷恋与排斥、对于精神不朽的怀疑与渴望，
将各种肤色、操各种语言、处于绝不相同的经济境况中的
人们，纳入一个无国界的广大的文化共同体，这就是非洲
的木雕能够令毕加索怦然心动、而莫言的作品令他的瑞
典译者陈安娜的母亲想起本国伟大作家塞尔玛·拉格洛
芙的原因。

比起经济和政治，在文化和艺术方面，这个星球上
的人们与他者更容易建立起亲密的友情。

中国当代艺术到了国际层面， 未免仍有缺氧的感
觉，但这种尴尬的境况正被艺术家们一点点突破。或许，
我们的受众还没有像崇拜马尔克斯那样崇拜莫言，还在
犹豫着要不要把崔健与鲍
勃·迪伦同时放在荣耀的金
字塔的尖顶上， 但是崔健的
巡回演唱会会让你脚下的水
泥地面和你的心一同震颤，
而莫言的小说将在获奖的助
推下，进入更多读者的视野，
赢得更多的热爱， 则是毫无
疑问的。

《新民周刊》2012年第42期

明星婚姻与危机公关
娱乐圈离婚事件高发，早就是人尽皆知的事

实。劳燕分飞的故事发生在被划归为“浮躁”、“纸
醉金迷”的娱乐圈，一方面屡次满足了人们对“戏
子无情”、“贵圈真乱”的求证意愿，另一方面，也
恰恰证明了，在一定物质基础上，离婚这件大事
可以化小、化了。

有人说， 老一辈人的婚姻之所以比之80后、
90后更为稳固，是因为在遇到东西损坏时，他们
的思维习惯倾向于修补，而不是丢弃。照此逻辑
看来， 明星出了问题的婚姻就更容易新陈代
谢———他们出镜时连同一件衣服都不会穿两次。

婚姻坏了，这没什么。更让人失望的是，从一
段坏掉的婚姻里，又看到了坏掉的人。比爱情的
逝去更加难以接受的，是各种落井下石、趁火打
劫，是炒作，是利用，是欺骗。

离婚是一场形象危机， 和所有的危机一样，
需要有人及时进行危机公关。 明星们的公关团
队，在这时候的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好比在董
洁与潘粤明的这一场危机中， 恰恰是公关团队，
扮演了最富争议的角色， 甚至成为了矛盾的焦
点。

各执一词的双方，背后的公关团队……孰是
孰非，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媒体在被内幕
“喂饱” 的同时， 也难免被有需要的一方深深利
用。就利益链而言，爆料人多不会是真正了解明
星隐私的同行， 剩下
的可能， 也只有竞争
对手与线人。 而找线
人放料， 目的显然也
是维护了某一方面的
利益。正所谓“无利不
起早”， 某些微博背
后， 怀的并不是娱乐
大众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