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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挥手告别2010，回望当然是必

须的。而每个人在盘点属于自己的2010

年时，其实难免有成功、有失落，有欣慰、有

遗憾。如果要盘点2010年最给力的热词，

“给力”二字即便不名列榜首，至少也当之

无愧，榜上有名。

事实上，“给力”其实更多反映了民众的

期待，毕竟，作为个体的力量的确相当有限，

而相形之下，作为整体的社会，以及凝聚了举

国之力的国家，无疑更有能量。这个时候，社

会“给力”于其中的个体，国家“给力”于它的

民众，其实不过是能量所对应的责任罢了。

而翻看2010年最后一天的新闻，它仍然有着

太多属于这一年的无可磨灭的印记。

2010最后一则关于楼市的新闻大概

是“多地楼市限购令到期，未起到调控效

果”，从史上最严厉调控，到一年之内多轮

调控，然而，调控如此“给力”，楼市却似乎

并不买账。不过，楼市的逆调控而火爆，显

然并非市场之需的真实反映，当房子这个

居住类商品，却承载着热钱、投资甚至抗通

胀等过多的身外之物时，显然难以回归常

态，而疲软的调控显然也或多或少的助长

了这一趋势。2011，“限购令”可以到期，但

楼市调控仍需更多“给力”。

从“央企上缴红利的比例将上调5%”，

到“成都下周取消暂住证”，尽管效果如何

仍需拭目以待，但在社会公平性上的“给

力”，无疑令人期待。而“167万名干部报告

住房投资等事项”，我们也不难看出对于权

力监督的“给力”在不断加大。

当然，“给力”从来都是双向而非单向

的，在寄望于国家、社会甚至别人更多“给

力”的同时，每个个体同样也应该成为“给

力”的主体。尽管“个体”或许显得相对势

单力薄，但每个“个体”恰恰是整体力量不

可或缺的部分，既然如此，每个个体“给

力”，才能真正形成合力。很多时候，看似

绵软的个体之力，恰恰就是那个能推动社

会进步的力量。倒在地上的老人，需要路

人们“给力”；社会的和谐，秩序的维系，家

庭的和睦，看似不起眼的生活小事，也同样

有太多个体可以“给力”的地方。

即便有再多的不如人意，时间仍然马

不停蹄，生活也仍然要继续，2010已翻过，

2011也展开了崭新的篇章。作为一位评

论者，笔者更期待 2011 年真正成为一个

“给力”年，而这个“给力”还不应仅仅停留

在民众殷切期待的层面，而是能够真正的

落实并“着力”。

给力2011。

2011期待是个“给力”年
吴 江

2011 年

的第一缕阳

光打在我们

脸上，照进我们心底，寒意还在，但是裹

挟着温暖前行成了我们必然的姿态。这

是新一年的开始，也是一个新的五年计

划的开端之年，中国人讲究一炮打响，一

鸣惊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安徽人正

憋足劲，发挥优势跨越式前进，争取突围

而出，第一年打个胜仗。

在盘点过去一年的成绩时，我们欣

喜，安徽的GDP达到了1.2万亿，过去五

年的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长足的

进步也给大家以不一样的“安徽印象”。

不过，当算到人均生产总值时，安徽还是

落后不少，在看到成绩的时刻，不能骄

傲，仍然得告诉自己，小鞭子不能放松，

随时敲敲自己，保持着前进的状态。

2010年，安徽争取来了国字号的“试

验田”——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在一年打基础的前提下，2011 年，

示范区建设到了能够也必须突破的时

候。示范区建设是有周期的，产业转移

的形势不等人，必须把扩大招商引资摆

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内生动力不足的

时刻，借助长三角等区域的产业转移，在

腾笼换鸟的同时，做好承接的准备，更要

积极主动地上门邀商、请商。

2010年12月26日，国家发改委主动

召集长三角两省一市与安徽进行对接，

推进长三角产业转移的步伐。国家发改

委副主任杜鹰在会上说，安徽已经到了

打翻身仗的时候，再不崛起就说不过去

了。

在承接的同时，不能做低水平的重

复建设，更不能要牺牲环境的毁灭式增

长。安徽更要注重产业的全面转型升

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自主

创新，多一些像奇瑞、科大讯飞等擎着自

主创新大旗的企业，站在制高点，成为行

业规范的执行者和推动者。我们需要擦

亮安徽的第二块国字号招牌——国家技

术创新工程试点省，突出“高端引领、产

业提升、先行先试、辐射带动”，以合芜蚌

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为重点，这是增加

安徽内生动力极佳机遇，万万不可错失！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新年是

许愿的时候，更是大步迈进的时刻，现在

的安徽，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天时地

利人和都占尽，弓箭已经拉到最用劲的

位置，认准方向，内力、外力相结合，正中

目标，打响开局第一枪。

所有努力，只为中国离未来更近一点
新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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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奖能跟上
物价的涨幅吗

于 静

“今年公司形势很好，除了年终奖以外，

还要发苹果手机。”“老板太抠门了，嘴上说得

可动听了，打开红包，里面只有两张毛爷爷。”

“听说今年年终奖是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

鸭，我一个外地的，难道还提着鸡鸭上飞机

啊。”这段时间，晒年终奖的帖子在各大网站

上乱飞，已经拿到手的、得到消息的，纷纷上

来晒福利，很多还没有发的，则迫不及待地上

来冒个泡，在羡慕嫉妒恨的同时憧憬一下年

终奖。（2010年12月31日《钱江晚报》）

每年此时，年终奖都是一个热点话题。最

初是同事之间拐弯抹角想套出对方到底拿了多

少，随着网络的普及，有好事者开始在论坛晒年

终奖，看看别人发了多少，再摸摸自己的口袋，

人类的好奇心和偷窥欲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好奇心满足了，新的情绪又滋生了。一

番比较后，有人满足，有人不平，有人艳羡，有

人嫉妒。你想啊，同样辛辛苦苦忙了一年，累

了一年，有些人的年终奖“量大质优”，现金、

购物卡、电脑、手机拿到手软；而有些人的年

终奖则寥寥无几，要么是三两张票子，要么就

是大米、白面、花生油之类的老三件；这还算

好的，有的人连年终奖的毛都看不见，老板能

把工资一分不少给齐就阿弥陀佛了。

真是不怕货比货就怕人比人啊，比较后

才发现，人和人之间原来是真有差距的，并且

差距还不小。年终奖的最大魅力就是其弹性

和隐蔽性，各地都有最低工资标准，没听说过

还有“最低年终奖标准”的。年终奖发什么，发

多少，全凭上面一句话，年终奖拼的是企业实

力，体现的是经营者的良心。不管你是把年终

奖当成意外的大礼，还是救命的稻草，发多少

拿多少，保持沉默，没有选择。受宠若惊者可

以四处炫耀，大失所望者也可以发帖“泄粪”，

年终奖不会因为你的大喜大悲而变多变少。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劳动法里没

有规定企业必须发年终奖，年终奖的发放属于

用人单位的自主权，发不发，发多少，外人无权

干涉。就好比今年，多少人被一个“涨”字压弯

了腰，多少人期盼着年终奖能跟上物价的涨

幅，但到最后梦想真的能照进现实吗？我看未

必，特别是那些中小企业的员工，那些到现在

还在苦苦讨薪的农民工，谁来关心他们拿了多

少年终奖？谁知道他们有没有年终奖？效益

不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等借口都可能让这部

分人的年终奖缩水甚至是泡汤。

唉，一言难尽的年终奖啊。

新年寄语X xinnianjiyu

开局之年，首战必胜
樊立慧

时光流逝，欢喜哀愁，又是一年。

告别2010，进入2011，不要伤感于时

光流逝，慨叹韶华易老，我们只是离未来更

近了一点；不要以为大功告成，因为旧年的

成绩裹步不前，我们也只是离未来更近了

一点。未来千万里，还有好长的路需要你

我亲自去量。

春播，夏种，秋收，冬藏。回首 2010

年，看起来与往年并无大不同，但是，变化

就在不知不觉中。如果你感受不到这种变

化，不妨给自己一点时间感———

一百年前中国还有凌迟；五十年前中

国还在喊万岁；四十年前中国还在“破四

旧”；三十年前中国还不许家庭舞会；二十

年前中国还在争论“姓社姓资”；十五年前

中国还没有普及互联网；十年前中国还有

收容遣送条例；五年前中国还没有物权法；

两年前中国还没有微博；一年前中国还没

有通过城乡居民选举“同票同权”；半年前

中国还没有《让子弹飞》；几小时前的中国，

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还没有正式生效

……

虽然还有许多不公平、非正义的事情

在发生，让我们良心难安，甚至备感羞耻，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社会正在进步。今天，

新的一年开启，中国又站在新的路口上，中

国必定会向前走。

2010年，世博、亚运给这块古老的土

地带来了惊奇，经济的高速发展也让国际

社会持续瞩目；2010年,不乐见的悲剧也时

有发生，不容忽视的矛盾未见消解。从舟

曲泥石流到上海大火，从校园杀童案到宜

黄拆迁自焚，从巨大的通胀压力到屡调屡

涨的房价，面对这种种问题与乱象，即使是

一个衣食无忧的人也会寝食难安。当然你

也可以说，这个时代并不缺少真相，缺少的

正是诚心诚意的推进，货真价实的改变。

这一年，社会以其特有的节奏继续生

长，新的事物继续孕育与诞生。这一年，网

络科技继续重构人们的观念与生活。这一

年中国的脉搏，不是统计报表上的GDP指

数，也不是夜空中徐徐飘落的礼花与焰火，

而是互联网上数以亿计的转帖、140字的微

博。这一年，人们不忘默契与坚守，继续期

待围观成就社会，默契改变中国。

这个社会会好吗？身处转型时期的

中国，人们常常在心底追问。人是社会的

一部分，社会也是人的一部分。我们无法

不关心社会，正如我们无法不关心自己。

既然有那么多人在关心这个社会，为自己

的权利打拼，为共同的福祉努力；有那么多

人勤勉于当下，努力于今朝，修行于日常；

有那么多人在过程中尽心尽力，这个社会

就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早安，2011年。虽然今天天寒地冻，

阳光依旧照进窗台。美好年华，送往迎来，

每一天都在灰飞烟灭，每一天也都在革故

鼎新。过去的一年，将到的一年，我们所有

的努力，都只为自己更自由与幸福，为社会

更开放与开阔，为中国离未来更近一点。

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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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中国还没有

物权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