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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防盗指南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临近春节，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回

家过年”了。然而，每年“春运”都会有各

种形式的犯罪案例浮出。近日，网上出现

了一则名为《铁路春运防盗指南》的帖子

引起网民关注，看过该帖的网友直呼“很

给力、很实用、很受教。”

在这份超过 3000 字的防盗指南中，

明确写出了列车窃贼作案的几种常见手

法，以及几个铁路场所通常会遇到的数

十种具体案例。据媒体报道，该指南的

创作者是一名 1988 年出生的青年铁警，

谈起创作灵感，他表示是来源于电视剧

《武林外传》，“你看那个白展堂，他不是

写过一个《防盗指南》吗，我想自己身为

乘警，干脆创作一把，写一本《春运铁路

防骗指南》。”

GDP之炫与民生之痛
乔国良

一年一

度的地方两

会 纷 纷 召

开，新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相继出炉，GDP

增长指标是个避不开的话题。从京、沪这

两个举足轻重的城市传来了一个值得关注

的信息：两市不约而同调低“十二五”的

GDP增长指标，均将增长目标预期定在8%

左右，比“十一五”调低至少1个百分点。

其实，北京 2010 年生产总值增加

10%以上，上海则增加 10%左右，两市并

不在这个数字上加码，而是有意识弱化

GDP增长指标，原因何在？北京市市长

郭金龙说，降低发展速度，有利于经济结

构的调整，是为追求更好的效益。上海

市市长韩正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坦言，上

海经20年经济高速增长，以投资拉动为

主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这表明：弱

化GDP，是为了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通过

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以获取更加良性的

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追逐GDP的增幅，曾经是许多地方政

府的“终极目标”。违背科学发展观的GDP

狂热症，造成了巨大的弊端，而这种弊端的

“翘尾效应”还将在相当时段内显现，给人民

群众带来难以估量的伤害。内蒙古的鄂尔

多斯市就是一个例证。鄂尔多斯是内蒙古

乃至中国的经济增长冠军，近5年均以20%

的速度增长。那么这种增长的神话是如何

创造出来的呢？据《南方周末》报道：一是加

速开采煤炭资源；二是更为重要的，近乎疯

狂的房地产开发。在用地指标早已用完的

情况下，进行所谓二次征地和拆迁，就是将

建成仅数年的居民小区推倒重建，而付给

居民的补偿则少得可怜。GDP的数字，就

在一次次的近乎游戏的大征地、大拆迁中

攀升。但实际经济收益又如何呢？据该市

统计局统计：2010年前8个月，该市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1335亿，但工业增加值仅为固

定资产投资的一半。换言之，实际收益很

不乐观。民生又如何？又有数字为证：

2010年上半年该市计划新建经济适用房

15033套，开工仅2111套；计划新建公共租

赁房2085套，开工率为零；计划农村危房改

造2000套，完成700套。

早有人指出，有些地方官员所以一

味追逐GDP，是与对官员的考评体系、用

人机制等密切相关，因为很长时间内

GDP的攀升与地方官员的升迁挂钩。可

喜的是，这种情况已在一些地方得到了

有效改变。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在济南

市10个区县中生产总值一般，但该县解

决了不少民生问题，以前按经济总量排

名总是靠后，去年济南市出台新的考核

标准：地区生产总值指标权重仅占5%，而

社会民生指标考核权重达到30%，商河县

考核结果一跃成为全市第二名。这样的

考核制度等于是一根有力的“指挥棒”，

引导地方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将发

展经济与解决民生问题统筹考量，努力

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愿 GDP 之炫与民生之痛的悖论早

日匿迹。（作者为省城报界资深记者，著

有小说《城市面具》等）

近日，国际劳工组织（ILO）公布了一

份名为《2010/11全球工资报告》的调查报

告，“晒”出了金融危机以来全球 100 多个

国家工薪阶层的收入变化状况。根据这份

报告，欧洲国家和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工

资水平自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下降明显，

而得益于中国强劲的经济和工资增长，亚

洲的整体工资增长全球“一枝独秀”。（《广

州日报》1月17日）

物价全面上涨，通胀的风险显而易

见。所谓“工资好比眉毛短，物价犹如头发

长”，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都在涨，只有工

资不涨”。在如是的现实语境下，听闻中国

工资增长领跑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消息，让

人无语凝噎——谁动了我的“工资”？工资

“涨”在了哪里？

其实，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结果无

非就是国内统计部门发布的工资增速涨

幅的某种“翻版”，在逐年“长高”的统计

数据下——不管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涨了

还是没涨，反正“平均工资”的数字是在

快速增长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数据上

的“工资增速”越快，就越不正常——实

际上是社会收入差距不断增大的一个表

征。

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

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

2005 年已经下降到 36.7%，22 年间下降了

近 20 个百分点。这也从一个侧面为工资

“被增长”提供了有力佐证。而劳动者报酬

占GDP比例太低的另两个代名词，正是收

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

在劳动力报酬占 GDP 的比重持续下

降以及在频频走高的物价面前，“工资增

速”显得是那么空洞和没有说服力。生活

成本不断上涨，而工资收入却是相对意义

上的“负增长”，民众生存的压力可想而

知。生存的压力下，消费的能力势必进一

步萎缩。因此，以“被增长”、“工资涨不过

物价”作为现实注解的“中国工资增速”是

一种经济风险——说到底，还是经济结构

不合理的社会化体现，是社会分配制度存

有缺陷的集中反映。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中

国的工资总额占据了亚洲工资总额的一半

以上，工资增长“领跑亚洲”并不稀罕，问题

的关键在于，领跑亚洲的中国工资连物价

都跑不过，没有丝毫意义。

跑不过物价 工资领跑亚洲不过就是浮云 陈一舟
经视
jingshiJ

快过年了，大年三十晚上那顿饭几

乎是数以亿计人“一年的牵挂”：一家人

聚在一起，聊聊过去、谈谈未来，寄托着

难以形容的家庭情感。为了这顿饭，有

些家庭甚至是一年一度仅有的团圆。而

现在，很多人把这顿饭“搬出”家门，放在

宾馆酒店。这个春节，合肥不少酒店的

年夜饭预订居然出现了“一桌难求”的火

爆场面。（本报曾作报道）在“下馆子”吃

年夜饭愈发演变成蜂拥之势时，人们不

禁要问：这不在家吃的年夜饭，它还能叫

做年夜饭吗？

从拉动内需的角度出发，“下馆子”吃

年夜饭当然好，会给整个餐饮行业带来巨

大的商机，一顿饭或许就能拉动几千万甚

至上亿元的价值链条。但是，抛开传统不

说，过年时大家都涌向宾馆酒店，餐饮服务

究竟有没有那样的承载能力？一旦承载能

力受限，就会如多米诺骨牌般出现很多连

锁效应：预订难了、价格贵了、质量差了、服

务跟不上了。

有报道就称省城一家新开酒楼的包厢

就开出了9888元/桌的“天价”，试想，这还

是年夜饭的那个“味”吗？更让人担忧的

是，有那么一些人习惯于摆谱，觉得年夜饭

一定要在饭店吃，才能体现出档次和身价

……这种思想暗涌，久而久之便会酝酿成

很不好的社会风气。

实际上，年夜饭吃的不仅仅是一顿单

纯意义上的饭，而是始终萦绕心中的那一

种年的味道和团聚的感觉。大家一起动

手，买菜、拣菜、切菜、烧菜，包饺子、做元

宵、下面条，年忙年忙，如果没有了这些忙

的过程，没有了这些温馨而幸福的场景，那

浓浓的年味从哪里找寻？

“甩手掌柜”固然轻松，但恐怕“甩”掉

的除了做饭的繁杂劳动，更“甩”掉了蕴藏

着这繁杂劳动里的文化深意。毕竟，年夜

饭不仅是吃，不仅仅是吃什么，年夜饭在国

人的心中早就成了一种符号，里面承载了

亲情、文化传承等太多的内容，所以，一家

人动手在家里吃年夜饭会更有年味。

在家自制的年夜饭更有年味 宛月琴
星报人说
xingbaorenshuoX

1月16日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入侵

中国，大范围雨雪天气将自西向东在南

方铺开，冻雨范围再次扩大，强度加

强。此次雨雪冰冻从1月16日开始，到

1 月 21 日，将持续 4～5 天时间，后期还

有继续出现的可能，而春运即将于今日

正式展开。

新一股冷空气入侵中国，又恰逢春

运高峰的即将来临，如何应对，将又是

一场民生大考。各地交通部门、公安机

关必须做好各种情况下的应急准备，确

保一旦发生恶劣天气能够快速反应、及

时应对，包括从运力储备、道路疏通到

救灾物资等各方面都要做好预案。一

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要快速出警、快

速勘查、快速处理、快速清场，避免造成

长时间道路拥堵、车辆滞留，确保广大

旅客走好，平安回家。

天寒地冻，百姓更加需要温暖。当

前，雨雪冰冻天气还有可能更加恶劣，那

些困难家庭、困难群众，迫切需要各级党

委政府、党员领导干部能够多关心他们

的生活状况，将温暖真正送到他们的心

坎上，使每一位群众都能过一个快乐祥

和的新春佳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深

入受灾、受冻、受阻最严重的地区，率先

垂范、靠前指挥，帮助受灾、受冻、受阻群

众摆脱困境，为他们排忧解难。

解决民生问题，离开企业生产、经济

发展，只能成为一句空谈。各级各地党

政部门，一方面，要利用工人回流的机

会，组织各种形式的招聘会、说明会，关

心企业用工、关注工人工资，使企业不

缺工、工人不缺钱。另一方面，要组织

开展进企问需、访企送暖等活动，为企

业排忧解难，不让一个企业因为土地、

用工、资金等瓶颈而影响生产，尤其是

在天寒地冻、交通运输可能受到影响的

情况下，要想方设法帮助企业打通绿色

通道，保证企业所需物资的运输到位。

应对雨雪冰冻天气
是一场民生大考

倪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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