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倔老师”吃亏
还有谁受害？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刘兴林即

将退休，早在 1993 年，他就被评为副教

授，17年过去了，要退休了，还是副教授。

他未能晋升职称与11年来不发表论文有

关，而不发表论文是因为他不满一些学术

期刊收取“版面费”的潜规则。

在这位“倔老师”身上，我们看到了越

来越珍稀的知识分子风骨，坚守自己的做

人底线，不随波逐流，不为五斗米折腰，不

为职称只为称职，确实让人敬服。“学高为

师，身正为范”，刘兴林是个真正无愧于

“师范”二字的师范大学老师。

自然，一个不遵循“规则”的人总是要

被“规则”惩罚的。一些“核心期刊”每版

3000字600元～800元的“版面费”，你付了

貌似吃亏，但论文发表了，个人评职称就有

了资格，学校的“科研水平”也上浮了一个

刻度，于刊于己于校实在是“多赢”的结果，

某种程度上还对全中国的科研发展助了一

己之力，不然，要是大家都学刘老师，我国

发表的论文总数怎么会打入世界前三呢？

你不肯付“版面费”，不在学术刊物上发表

论文，为了个人的“面子”却让学校伤了“里

子”，甚至影响科研经费的申领，如此消极

怠工，职评岂能让你过关？职评不过关，你

当然不能与别人“同工同酬”，每月退休费

也比别人少很多，够你后半辈子受的。

刘兴林老师的下场，很让人心寒，但

是，受害的仅仅是刘老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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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办事最差奖时事乱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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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讲政府工作不足”的启示
刘 鹏

1月21日至22日，温

家宝走出中南海，来到河

南省鹤壁市、安阳市的一

些社区和农村，走村入

户，与群众座谈，与他们

面对面交流。在走访中，温家宝一再要求

大家多讲政府工作的不足，多提对政府工

作的要求。（据1月25日《人民日报》）

2011 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我国南

方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冻雨等灾害，而北

方大部分地区又遭遇了严重干旱。此

时，广大民众心中一定有话要对政府

讲。温家宝总理下基层，就当前旱情和

抗旱工作进行调研，并要求群众“多讲政

府工作不足，多提对政府工作的要求”，

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多讲政府工作不足”是一种谦逊姿

态。中国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经济的

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虽然是社

会发展的必然，但也完全得益于国家各

项政策的支持，以及各级政府部门的正

确引导和努力奋斗。抛开这些政府工作

成绩不提，温家宝却要求民众要“多讲政

府工作的不足”，这种谦逊的姿态，是“满

招损、谦受益”的中国传统的体现，他让

广大老百姓看到了，政府不断反思与改

进工作的诚意。

“多讲政府工作不足”是一种自信之

心。成绩摆在那里不说，它还是成绩。但

如果不足被束之高阁，却是很有可能会导

致更大问题和损失的。然而，在长期的工

作实践中，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习惯了在

听取汇报、接触群众时，面对的是一片赞

扬之声，总是希望基层群众和政府部门能

报喜不报忧，然后沉浸于一种飘飘然的自

我满足之中。温家宝总理一句“多讲政府

工作不足”，无疑是尊重事实的态度，是让

群众提意见、提批评的态度，是以民为镜、

以人为本的执政态度，也是一种将中国引

领向更稳健、更科学发展之路的自信。

“多讲政府工作不足”是一种民生情

怀、亲民意识。所谓“知屋漏者在宇下，知

政失者在草野”。国家发展情况如何？老

百姓是亲身体验者，他们也有发言权；政

府工作做得好与不好？广大人民群众可

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他们才是最终

评判与打分者。能不能征求和尊重广大

老百姓的意见，无疑是一个国家、一个政

府亲民程度的表现，是执政者有无民生情

怀的体现。

知不足而后才有改进，有批评而后才

有进步。“多讲政府工作不足”是一句充满

谦逊、自信和民生情怀的良言，希望各地

的政府部门和干部，能有所感悟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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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京华时报》报道，近日，河南新密的

4辆拉煤货车司机送给开封市纠风办一张

“年度办事最差奖”的奖状，表示对纠风办

处理投诉时间过长的不满。

原来，早前 4 名司机开车行到开封杞

县境内时，被一辆车身喷有“中国公路”的

车拦住，处以每辆车交 500 元罚款和 100

元停车费。当天，他们将此事投诉至开封

市纠风办。纠风办多次告知司机：“正在

调查，请耐心等待。”等待两个多月后，司

机们终于再也耐不住性子了。“年度办事

最差奖”就此出炉。

■更多时讯漫画，移动用户请发送M

至106586668订阅手机漫画杂志，每周三

期，每月一元。

手机彩信杂志《漫天下》独家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