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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语录…

视点华
声
上百亿元巨大经济效益和山

清水秀的自然环境相比， 孰重孰
轻？辽宁省锦州市选择了后者。面
对该市境内的82万吨储量的黑曜
石矿， 北普陀山景区管理处顶住
各种压力和诱惑，坚守着“决不开
采”的承诺。（7月11日《中国青年
报》）

我们经常看到： 一些地方为
了发展经济， 绞尽脑汁， 千方百
计，对投资“来者不拒”，甚至“萝
卜快了不洗泥”、“捡到篮子里就
是菜”；把资源利用到极致，不惜
环境代价， 争着抢着把各种有价

值的资源变现为眼前的发展利
益。 而锦州市北普陀山景区管理
处竟然守着价值连城的宝石矿不
为所动， 这种禁得住诱惑的理性
和定力， 这种对子孙后代负责的
精神，这种长远的发展眼光，令人
敬佩，令人欣慰。

其实， 为了保护环境拒绝不
适宜的、 不科学的、 超负荷的投
资，乃至坚持“决不开采”何尝不
是一种发展。对此，瑞士阿尔卑斯
山脉深处一个小镇的村民深有体
会， 他们也像锦州市北普陀山景
区管理处一样给出了正确的理解

和选择———发掘金矿是很多城镇梦
寐以求的事，然而，这个小镇的村民
为了保护生存环境， 经过了数月的
激烈争辩，竟然在去年4月通过公投
拒绝了加拿大公司开采价值12亿美
元的金矿提议， 他们也因此失去了
高达4280万美元的特许权费（2012
年4月9日《华商报》）。

诚然， 招商引资是促进经济发
展的助推剂， 开发矿产资源对于刺
激经济发展的效果更是立竿见影，
但招商引资、开发资源要有一个度，
要有责任感，要算好发展的“总账”。
如果招商引资、 开发资源的负面效

应很大， 甚至超过了积极效应，那
么， 招商引资、 开发资源就逾越了
度，就是不适宜的，就违背了科学发
展观的要求。比如，当开采某种矿产
或建设某一项目创造了10亿元的
GDP以及2亿元的税收，但要恢复遭
其破坏的环境则需要20亿元甚至更
多，那么，这样的投资就是得不偿失
的， 其所带来的发展只能是一种短
视的发展、 畸形的发展、 病态的发
展、负面的发展。拒绝过度的投资和
开发，拒绝负面的发展，不向错误的
方向迈出脚步， 站在原点就是一种
实质的进步。

笔者以为，锦州市北普陀山景
区管理处为保护原生态环境拒绝
投资且“决不开采”的理念对于各地
政府都是一个有益启示。各地都应
该学会拒绝投资和挑剔投资，只有
学会了拒绝投资和挑剔投资，才能
够科学正确地招商引资和开发建
设，才能够少走或避走负面发展的
弯路，才能够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呵护
好我们最宝贵的社会财富———青
山绿水、蓝天白云，才能建设好美
丽中国，这才是真正的、最大的发
展。 ■李英锋

“这是高跟鞋吗，对我来说6
厘米以下的就称不上高跟
鞋，算了，说了你们也不懂，
你们这些交警根本不懂得欣
赏美！”

@高速交警湖州支队二界岭
卡点大队：7月9日上午8点， 我们
在泗安收费站专项整治未系安全
带的违法行为。出车没多久，便遇
到了一位开别克小轿车的咆哮
姐，对自己高跟鞋驾驶拒不认错。

情形是非： 她玩的不只是她
自己的命，还可能搭上别人的。

阳光： 高跟鞋踩刹车很容易
出事，单田芳经常说，好良言难劝
该死的鬼！

天下有我： 什么样的人才懂
你的“美”啊？

莲花山下： 不见棺材不落泪
的人太多。

“地球上车太多了，我要保护
地球!”

7月10日上午10时许， 常德
市城区青年路与体育路交叉口，
一名男子持刀砸坏了十余辆汽车
之后被民警制服。 据城北派出所
民警介绍，该男子有吸毒前科，且
精神状态极不正常。

风月：给人非常清醒的感觉。
远不苛求：车真的太多了！排

放的废气真的太多了！
鬼文字：大哥，你掌握宇宙真

理的精髓了。
少铭记：这位“才俊”可以到

某些部门担当重任。
哈哈： 保护地球母亲不是这

样保护的。

“特大新闻，一家十三口惨遭
灭门，元凶在逃……”

7月5日， 广西平南县男子石
某在QQ上称“一家十三口惨遭灭
门”，并配了两张有警车和民警的
照片。其实，不过是两只狗咬死13
只鸭。7月9日，石某被警方认为散
布谣言，并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

微微：太有娱乐精神了，不过
玩儿大了，把自己玩儿进去了。

狂沙飘：仔细看了一下，没提
到是人啊，文字上没错哈。

英雄冲动： 这样的冷笑话也
拿来当新闻炒？

找小月：不懂幽默不解风情！

3月7日，眉县下发红头文件，要求
各部门、 乡镇推广使用某品牌水泥，并
将销量纳入年度考核中。眉县人社局还
联合房企，宣传农民进城购房的五大优
惠政策，农民购房大专以上子女安排就
业。（7月11日《每日经济新闻》）

有个说法，叫“培养一个干部不容
易”。按理说应该是这么回事，官，哪能是
那么好做的。然而，如果发展是第一要
务，而“发展”又是这样的容易，某种程度
上说，做官就未必是很难的事情；以那
些擅于拿红头文件“促销”而“发展经济”
的官员们来说，我看谁坐在那些位置上
都差不多———只要有权，只要权力是没
有边际的，让哪个企业火，哪个企业就
能火起来；想推销什么产品，就能销得
出去，那还学习经济规律干什么？研究
市场法则又有何用？如果我们的地方政
府、领导，只迷信权力，而不相信其他，那
么注定是权力越大，智商越退化———满
脑子只有行政命令， 只知道下指标、摊
派任务，而且动辄就是“政治任务”，这就
搞不懂，天下什么工作是最简单的了。

而说到这里，有些问题或许能清晰
一些了： 未必是某些官员能力不足，而

是权力能令智商退化———既然权力那么
管用，甚至可以包办一切，也就不必动太
多的脑筋，何乐而不为？

权力经济会对市场配置资源与自由
竞争产生破坏，进而阻碍经济发展，这个
问题早已被证实，因而经济学理论从不是
孤立地研究经济的逻辑，还要研究“看得
见的手”对市场的影响问题———限制与制
约行政权力的问题，如解决不好的话，“看
得见的手”不自觉地会越位，干预自由竞
争，培植垄断，出现市场割据等问题。市场
经济发展了几十年，红头文件“促销”、地
方保护的顽疾依旧，浅表问题是地方官员
简单惯性思维、惰政的表现；深层原因，则
是权力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结
果，地方权力成了市场竞争的“主体”，企
业则成为权力庇护下的客体；那么企业即
便可以借力权力于一时，却很难培育竞争
实力。

对于“水泥的事情”，当地官员称“发
展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而我认为，
这应该不属于发展中的问题，而是“发展”
的概念被扭曲所出现的问题。观念的问题
不能解决，一些地方的“发展”恐怕很难进
入正常轨道。 ■马涤明

“农村孩子、开封考生李盟盟高
考分数565分，因志愿申请表未被当
地招办提交而没法上大学。” 近日，
这条微博短时间内引来超过12万次
转发。但调查显示，微博所说乃3年
前的旧闻，实际上李盟盟当年9月已
正式进入大学读书。李盟盟“希望网
络不要这么离谱了”。 其同学表示，
微博上每一次转发都是对李盟盟的
骚扰。(《人民日报》7月8日)

当年李盟盟考了565分，超过河
南省理科一本线13分。 但因县招办
的失误，李盟盟“被落榜”。此事在微
博上曝光后， 超过10万网友参与转
发，最终特事特办，李盟盟如愿拿到
了通往大学的“绿卡”。

当年奇迹终于发生的时候，引
来了数万名网友欢呼“万能、神奇、
正义、有爱的围脖，李盟盟百分百能
上大学了！”但时过境迁，事件的主
角同样是李盟盟， 同样是超过10万
网友的海量转发， 这一次却变成了
虚假、蒙骗、离谱和骚扰。由此引出
了一个颇值得深思的命题： 微博到
底怎么了？网友到底怎么了？

不可否认， 如今的微博平台依
然在延续着“坏消息综合征”。2010
年， 美国市场研究公司尼尔森发布
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 在整个亚太
地区， 中国网民最喜欢在网络上发
表与产品相关的负面评论， 约有
62%的中国网民表示， 他们更愿意
分享负面评论， 而全球网民的这一
比例则为41%。 时至今日， 网民对
“坏消息”的“亲近感”似乎更是扩展
到了整个社会生活范畴。

无论是当年拯救“被落榜”的
李盟盟，还是如今转发虚假信息骚
扰到李盟盟，吸引网友的都是那个
“坏消息”———高考565分却无法上
大学。 一定程度上，“坏消息综合
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此变成
无意识的消极态度。网上填报志愿
已实行多年，如今又哪来志愿申请
表？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网友更愿
意关注、转发“坏消息”，也因为其中
往往承载着大家共同的生存空间向
好的心理诉求， 甚至其中还有某种
共通的命运共鸣。 正如洛杉矶心理
卫生署高级顾问达米安·鲁教授认
为的， 一个企业或者职业出现过丑
闻， 人们往往会对所有相关人员存
有戒心和怀疑， 这是很正常的。所
以， 医治网络世界的“坏消息综合
征”， 既需要网民的不断成熟进步，
也需要从制度层面及时纠正某些社
会缺陷———高考招生如果有制度化
的补救措施，“扰民微博” 的海量转
发想必不会发生。

■燕农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决不开采”也是一种发展

微博上的“坏消息综合征”

余以为…

时务观察…

推荐…

最近，在广州市规范行政权力公开
运行工作动员会上，广州市市长陈建华
直言，一说密切联系群众，就有领导带
人到五保户、贫困户去慰问，“弄袋大米、
两瓶油、一床棉被，去走一走，看一看。”
“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形式主义。”陈建华
笑言，他曾在贫困地区工作十年多，“天
天干这事。”（7月11日《新快报》）

真言抵万金。在职市长能说出“送
米送油基本是形式主义”， 比去职之后
的吹胡子瞪眼睛要可贵许多。这种难能
可贵，起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我
批判意识，坦诚“天天干这事”；二是戳破
潜规则的勇气，作为“传统保留节目”的
送米送油， 在地方上见识得还少吗？三
是无惧于给自己加压，因为今天你公开
批判的东西，明天总不好意思拾起来继
续敝帚自珍。

形式服务于内容，很多时候，你要
表达一份关切、一份热心，柴米油盐可
能是最温暖的事物。只是，送米送油的
形式，为什么会沦为“形式主义”呢？恐怕
无非两个原因：要么是这种关心就像过
年一样，一岁一次，虽然雪中送炭，却也
杯水车薪； 要么是更像一种表演秀，一

床被子要出现在好多贫苦家庭当道具煽
情，送温暖是假、捞声名是真。时日长久，
不言而明，贫困户当个“临时演员”，不过
是各取所需罢了。

其实，送米送油的“形式主义”，恐怕
也不容易。一者，不管CPI一年到头是怎样
的起起落落，弱势群体的救助或帮扶基本
是一条线到底，送米送油已经算是“加餐”
了，要是隔三差五真能多送送，哪怕就是
作秀，对价格敏感的民众来说，也不是什
么坏事。

二者，在一些地方，真能做好送米送
油的“形式”的职能部门，其实也并不是很
多，送完之后又不要“拍照摄影留念”的，
就更是少之又少———退一万步说，搞形式
主义也行，不要继续消费并展览贫苦群众
的私隐与感情就好。

当然，就像好的市场与坏的市场的说
法一样，对于官场的一些“形式”，也有优
劣之分。说送米送油是不太坏的“形式主
义”， 最根本的还在于这样的“形式”，既
“浪费”不了财政的几个钱，效果也是能实
惠市民的，总比人行道上铺黄金、荒山上
刷绿漆什么的“性价比”高多了。

■邓海建

送米送油是不太坏的“形式主义”

权力成“市场主体”，“发展”必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