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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7日晚间，格力电器发布了2011

年业绩快报。报告显示，2011 年，格力

电器实现营业收入 835.95 亿元，同比增

长 37.48%；净利润 52.45 亿元，同比增

22.67%，继续保持稳健增长势头，行业

龙头地位稳如磐石。

如此稳健的市场增长，格力 1 赫兹

技术自然功不可没！自 2010 年应用了

1 赫兹变频技术的产品陆续投放市场

以来，格力变频空调市场占有率一路

突飞猛进，以绝对领先优势领跑变频

市场。2012 年，格力电器将全力冲刺销

售收入过千亿的目标，而武装了 1 赫兹

技术的格力变频空调必将是格力实现

千亿梦想的重要利器。

1赫兹：助推格力千亿梦想

“3月24日、25日，格力空调惠不可挡”！
——格力空调“1赫兹尖端科技，两天大惠”即将启动，买空调不可错过的绝佳盛宴

历来格力三月“惠战”，都是春季空调市场的重头戏！今年也不例外，从3月12日起连续的媒体宣传和终端氛围营造，让格力空调“1

赫兹尖端科技，2天大惠”大型促销活动几乎已经家喻户晓，3月24日、25日成为名副其实的空调日。

据悉，此次促销格力将以“1赫兹尖端科技的普及”为目标，力争将全系列的1赫兹变频空调以较为优惠的价格奉献给广大消费者。

活动期间，全省600多家格力空调专卖店，将以专一、专业、专注的精神，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服务，做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011年度，在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的

支持下，安徽格力实现销售50亿元突破，由

安徽格力创意并推广执行的各类促销和公益

活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同时，此次格

力全民大优惠，也是格力继2月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和合肥市首届政府质量奖之后，旨

在分享喜悦、回馈江淮的一次大型主题活动，

为此，安徽格力决定拿出相当大的资源，确保

此次活动是2012冷年内最低价格。

确保2012年度最低价

曾经被世界制冷行业公认为“难以企

及”变频空调1赫兹低频运转技术，如今已

广泛运用于格力各类产品之中，包括U系

列（U雅、U铂、U酷）、睡梦宝2代、凉之静等

型号的空调，均已武装了格力1赫兹技术。

1赫兹对空调行业来说，是根本性的变革，

它彻底改变了空调频繁开关机、温度波动

大、噪音大、能耗大等难题，让静谧和温馨随

心而来，营造良好的工作和休息空间。

为了匹配1赫兹技术，需要空调的每一块

零部件和整机都具备优良的性能，因此可以

说每一台格力1赫兹变频空调，都是精品中的

精品。本周末，安徽格力将为您带来1赫兹的

普及盛惠，花较少的钱，就可以享受到世界尖

端科技带来的畅爽，机会不容错过。

“1赫兹技术，花开格力，香溢中国”

由于三月下旬天气已经转暖，算上安装

的时间，空调在 4 月即可投入使用，这算

天时；再说地利，由于三月前期家电市场

疲软，商家迫切需要主流品牌拉动，此次

格力活动将极大调动商家的积极性，商家

在厂家活动力度基础上，还会增加力度。

还有人和，此次格力“1 赫兹尖端科技，2

天大惠”格力上下齐心，高度重视，4000

名经销商誓师动员，消费者也以极大的热

情投入。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因此格力

此次活动目标 30 万套，是完全可以实现

的。

天时地利人和，目标剑指30万套！

“走着走着，迎面来了两位民

警要查我的身份证，还将身份证号

输入读卡器中，查看是不是坏人，

好吓人啊！ ”18 日，一名广州市民

发出微博，引起不少网友关注。（3

月19日《羊城晚报》）

盘查权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人

民警察的一项重要职权——《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规定：“为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人

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

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

不过，每一个人都成了被警方怀疑的

对象，在警方眼里所有人都是嫌犯，这正常

吗？在这个过程中，警方看谁像嫌犯，谁就

有被盘查的可能。且不说被盘查会浪费市

民的时间，无缘无故被警察盘查一番，肯定

感觉非常晦气，好心情都会消失。如果盘

查时没有带身份证，还有被带到派出所的

危险，要折腾好大一阵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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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随意查身份证”合法吗？时评
shi pingS

切莫轻言“跻身中上等收入国家”

非常道
feichangdaoF

周根苗

星 雨

据 中 国 社 科 院

2011 年 12 月 12 日正

式 发 布 的 一 份 报 告

（以下简称“报告”）

称，我国按照世界银

行的标准，2011 年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

国家的行列。

毫无疑问，这应该是一条足令国人

兴高采烈手舞足蹈的好消息！要知道，

早在 30 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

小平给我们描绘的宏伟蓝图是到21世纪

中叶，也就是2050年左右，我国力争达到

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国民人均收入

的高低是衡量国家发达与否的关键指

标。如今，我国国民人均收入，居然比小

平同志规划的提前了四五十年跻身中上

等收入国家之列，这不是天大的好消息

是什么？

然而，待发热的思绪冷静下来，脑海

里不由冒出几个问号：当今世界“人均

收入中上等”国家的国民，其生活水平

生活质量都像我们这样吗？“报告”所依

据的世行标准，是什么标准呢？事实究

竟如何？诸如此类的疑问，不由让人一

头雾水！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

富裕起来的国人的确成千上万地涌现。

别的不说，2010 年，仅 1725 家上市公司，

其高管年薪均值就达 74.77 万元人民币，

其中最高的达 7450.9 万元；此外，成千上

万的国企管理人员、成千上万的私企业

主个体户、包括出台“报告”的专家学者

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公职人员，这些同胞

的收入肯定早就越过“小康”的门槛，甚

至远远超过“中上等收入国家”的人均水

平。这些高收入人群的富足现状自然可

以为“报告”提供充足的依据和佐证。然

而，人们不可忘记，我国是一个拥有13多

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富足的人群只是金

字塔的塔尖，绝大多数国人仍处在“奔小

康”的初级阶段。

再看看我国的城市地区：生活在数

以百计的大小都市里的人们只要稍微留

心就会发现，在那些闪闪发光的高楼大

厦滚滚来去的车流背后，无数的下岗职

工、无一技之长的城市居民及老、弱、病、

残人员等等组成的弱势群体，其生活常

年处于困窘艰难之中，他们的人均收入

目前绝无可能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之

列，甚至连达到联合国颁布的绝对贫困

线也只是一种奢望。近期合肥市等众多

城市调整低保标准就足以说明问题。整

体而言，我国扶贫工作任重道远，不可怠

懈！

显而易见，基数巨大的贫困群体，触

目惊心的贫富悬殊（国际通用的反映贫

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以0.4为警戒线，而我

国目前已大大超过警戒线达到 0.48），无

情地撕裂了“报告”编织的美丽面纱。“报

告”简单草率肤浅地粉饰了真实的国情，

直接影响了上层的正确决策，为负重涉

远的扶贫大计陡添变数，也使大众百姓

感觉受到忽悠和愚弄，进而损害党和政

府的公信力和权威，这些绝非危言耸听、

空穴来风！面对“报告”，有识之士只能

摇头和叹息。

如此看来，媒体披露的好消息，并非

条条都能让人欢欣鼓舞欢天喜地。对于

一些似是而非的“好消息”，人们将信将

疑之际，动动脑筋，独立思考一番，还是

很有必要的，起码不至于被人牵着鼻子

走啊。

“胡长清爱看《肉蒲团》、《金瓶梅》，结

果荒淫无度沦为阶下囚。辽宁沈阳原副市

长马向东随身携带《赌术精选》、《赌术实战

108招》，结果赌博成性输掉了人生。”

——3月19日《人民日报》刊文《领导

干部该读什么书》，称干部读书不仅是爱

好问题，更是严肃的价值观问题。

“公务员购房款都是工资一分一分积

攒起来的……来之不易,房子一定要达到

质量要求。”

——国家有关部门早已明令禁止党

政机关集资合作建房，但来宾市却建成了

全广西最大的公务员小区，公务员们根据

官职官阶高低，分别住进独栋别墅、联排

别墅和楼房。

锐评
ruipingR

他叫王小林，生于1970年，十堰郧县

杨溪铺镇刘湾村6组人。他曾是村里第一

个大学生，毕业后放弃工作，不做事甚至

不愿做饭，最终被人发现“宅”死家中，疑

是饿死。3月12日，当邻居再次透过窗口

看到他时，他的身体已经僵硬，没人知道

他是哪天去世的。（3月18日《长江商报》）

笔者以为不必刻意放大王小林的

“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身份，藉以制造其

从优秀学生到悲剧性死亡的巨大落差，

让人联想到高分低能，好逸恶劳，不知道

回报，不擅于处理人际关系等等不名誉

的词汇，而这些最终将小王的死归于一

个貌似合理的解释：不能适应社会，只能

被淘汰。

王小林完全有一个适应社会规则的

契机。新闻中提到他曾经任教于一所中

专，因不满领导，最终愤而辞职。假若他

能够顺应领导的作风，虽然不至于飞黄

腾达，但也可保证混到一碗饭，保证其不

至于饿死，或者不意外死亡。

王小林不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

他思维敏捷，谈吐有据，但为什么甘愿靠

吃野菜度日，为什么要将其解读为一个

懒字，而不能将其与饿死于首阳山上却

不愿意食用周粟的伯夷叔齐归为一类人

呢？或许他真的是看破红尘了，以至于

只愿意靠采野菜这样的生存本能存活下

去。

而当一个曾经的佼佼者，宁可饿

死也选择不与社会合作的时候，笔者

不得不说这个社会的确是病了。而这

正是这个社会应该反思的：能者上，庸

者下，何时才能不停留于高文典册之

中，而是成为通行的社会准则，那么哪

一个本能够一展身手的人会甘愿宅在

家中，最终走向死亡，死后还遭受无数

人的误解呢？

当然，我们不主张模仿古代隐士们

的孤高自赏。时代不同了，特别是作为

青年人，更应勇于挑战社会，挑战自我。

但是，作为社会，特别是作为某些领导

者，该不该给青年人以更大的扶持和宽

容，给他们创造生存发展的机会呢？

大学生“宅死家中”
引发的冷思考

金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