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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家通过“空调长效节能评定”美的全直

流品质获权威认可

基于此，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自今年颁

布实施了《家用空调器持续节能评价实施细

则》、《家用空调器持续节能评价技术要求》

等相关检测标准和依据。长效节能评定则

是基于空调实际使用环境的综合性能检测，

包括对产品节能衰减率、部件寿命耐用、恶

劣环境运行等综合检测。

而日前，美的全直流变频空调成为中

国首家通过“空调长效节能评定”的企业。

美的家用空调事业部总经理吴文新表示，

“这标志着美的全直流变频空调在节能性、

舒适性、可靠性等方面获得国家权威认可，

代表了整个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和方向。”

早在四年前，美的空调率先在中国市

场掀起“变频空调普及风暴”，并在短短3

年间引发中外同行的迅速跟进，从而拉开

国内空调行业的变频普及大幕、并一举奠

定美的空调的变频冠军地位。去年，美的

再度以“全直流变频升级战略”掀起国内空

调业新一轮节能竞赛，成为中国空调市场

的“能效领跑者”。

“长效节能”才是真正节能

美的专卖店“首届空调节”正清爽上演中

……

为祝贺美的全直流变频空调首家通

过中国行业内“空调长效节能评定”，让更

多的消费者炎夏都能用上更凉爽、更舒

适、更长久省电的全直流空调，即日起至

22日美的空调专卖店“首届空调节”正清

爽上演！

据悉，本次空调节美的空调优惠很

大，惊喜不断。买直流F/K系列空调，送

800元电费，再加送美的电风扇；活动期

间买全直流F系列空调，还送移动空调

呢。买空调，趁现在！旺季来临，最后巅

峰盛惠不容错过！买空调，建议您去美的

专卖店，省时、省心还省钱，享受“即买即

送即安装”优质服务，市区内24小时完成

送货及安装。

买空调就选“冠军品质”，就选“长效

节能”：美的全直流变频空调获国家权威

认可，真正长久使用后还能省电，真正从

消费者最佳使用体验的需求为突破口，最

终在中国市场上率先建立了“全直流变频

空调普及”的动车组，受到了广大消费者

的热捧。

空调“长效节能”才是真正节能，美的全直流空调品质获权威认可
——买空调，到美的专卖店，即买即送即安装！ 800元电费补贴等您拿！

近年来，多次出现消费者质疑空调厂家标注的额定功率和
能效指数等指标，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偏差，质疑“节
能空调不节能”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空调节能不能只看实验室
数据，长久使用还能省电才是真的节能。

对此，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夏建军处长指出，“出现‘节能空调不节
能’质疑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一直以来我国空调等所有家电能效
指标，全部是实验室数据为基准的节能测试指标，缺乏客观、直观的
标准和依据，因此会出现企业标注耗电量名不符实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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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后，你攒够179万了吗？

星 雨

农行广东省分行

营业部理财顾问原彬

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位

50 岁的市民，希望马

上退休，并在退休后要

支出每月不低于 3000 元的购买力，那么

按照通胀率为 3%、平均寿命为 80 岁来

算，至少需要准备 179 万元。（7月17日

《南方都市报》）

随着延迟退休话题的热议，养老问

题成为举国舆论焦点。养老基金的巨额

窟窿尚在袭扰民众的心，“至少准备 179

万”的养老算题又狠狠地撞了蚁民的

腰。60 后们，你攒够 179 万了吗？这多

少让人觉得沮丧。许多人郁闷地说：我

一辈子不吃不喝也难以攒够这些钱，如

此，拿什么来度过余年。

巨额养老花费，成了一道无法规避

的社会难题。米兰·昆德拉说：生命不能

承受之轻。而准备好 179 万元再退休的

命题，则是民生不能承受之重。60 后一

代可谓命运多舛的一代，他们经历了文

革动乱、国企改制、下岗再就业、养老制

度改革等一系列的社会变革，能赶上的

动荡全赶上了。到了临退休的时候，却

又不得不面对养老金亏空、退休年龄可

能延迟等尴尬，“至少 179 万”的养老金

储备规模，更让多少人黯然神伤。

179万的数字到底合理与否，在学术

意义上，这道题没有答案。我们永远都

只能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预测”未来，

而不能真正地“预知”。所以，在社会变

革如此迅猛的当下，试图一眼看穿30年

光阴的想法并不靠谱。只是，对于叵测

未来的畏惧，使得我们在这个话题上陷

入了深深的执拗。所以，对于“179 万养

老”话题的讨论，只是民众生存焦虑的一

次集中宣泄而已，这与数字大小无关，只

关乎生存的思索。

储备“过冬粮食”，不仅是职工个人

养老的问题，更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甚

至是政治问题。对于多数临近退休的60

后群体来说，CPI涨幅的大小、退休金的

多寡或许不是最重要的，养老体制不公

的焦虑更甚于此。巴菲特只有一个，依

靠投资、理财获得富足的老年生活，这是

多么玄乎的忽悠。会理财当然可以富

足，但仅靠养老金也应该过上体面的退

休生活，这才是应有的养老生态。

另外，养老不是一个孤立的命题，而

是诸多社会问题中的一环。要想抹平养

老金的巨大缺口，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解题：一是继续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

度。以 GDP、财政收入、税收收入的增

幅为目标，让居民收入向其“看齐”，应该

成为今后重要的改革内容。二是提高工

资性收入占GDP比例。据测算，我国工

资收入占GDP比例仅为8%，而欧美国家

最高可达 55%，在这方面亟需加大改革

力度。另外，要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对弱势群体

的保障标准，通过收入分配的不断合理

化，纾解日益严重的养老困局。

“应该是受社会不好风气影

响，怕做了好事，还惹上麻烦。”

——7 月初，湖南 64 岁的张

湘娟老人外出锻炼摔倒在地，在

1 个多小时里，多人经过未施援

手，最后一位老人叫来了一年轻

人，将她扶了起来。张湘娟表示，

能理解当时那些经过的人。

“和同学聚会，说起 30 年前

满街文学青年，不看《十月》、《当

代》、《收获》、《译林》什么的你都

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如今满

街不知什么青年，反正还看《十

月》、《当代》、《收获》、《译林》什

么 的 你 都 不 好 意 思 和 别 人 打 招

呼。哎，说真的，这几本文学杂志

还生存着吗？”

——有网友在微博上这样发

问。这些纯文学杂志还未退出历

史舞台，但眼下它们确实生存艰

难。

张瑞东

沿袭49年的眼保健操
弊端究竟在哪里？

茅于轼拍卖“下午茶”是在“约谈”社会
张西流

钱兆成

近日，经济学家茅于轼拍卖与自己共

喝下午茶，来自国内近50人参与竞拍，最终

6 人成功获拍。6 人中出价最低 2 万元，出

价最高 15.9 万元，这顿下午茶的“价格”最

终定格在25.9万元。茅于轼称竞拍下午茶

是因为自己所在的民间智库经费较紧张，

将把拍卖所得用于学术研究。（7月 17日

《华西都市报》）

茅于轼是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

一，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因此，在中

国学术界，茅于轼堪称是“国宝”级人物。

特别是由他领衔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

所”，不仅聚集了张曙光、盛洪、樊纲、汪丁

丁等一批实力派经济学家，而且已经走出

了一条民间开展学术研究的道路。然而，

因为是民办科研机构，“天则”陷入了经费

紧缺的困境，无奈之下，茅于轼不得不舍下

一张老脸，向社会公开拍卖“与自己共喝下

午茶”的机会，令人唏嘘不已。

与其说茅于轼拍卖的是“下午茶”，不如

说他是在拍卖自己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

甚至是在拍卖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做学术研

究的体面和尊严。如此看来，最终竞拍成

功，有机会与茅于轼夫妇平起平坐“品茶论

道”的6名幸运者，虽然不是经济学家和学术

研究者，但他们完全称得上是鼎力支持民间

学术研究的爱心人士。也许有人认为仅拍

出25.9万元，是因为竞拍者太“吝啬”，糟蹋

了茅于轼的声望和美好初衷。殊不知，茅于

轼拍卖“下午茶”的良苦用心，不在钱数的多

少，而是想通过这种“约谈”的方式，呼吁全

社会重视和关心民间学术研究机构。

可见，茅于轼拍卖“下午茶”，不仅是在

“约谈”这6位爱心人士，而且是在“约谈”当

今社会：国家和地方对学术领域的投入，不

能仅对公立科研机构“情有独钟”，也应该

给民办科研机构些许政策扶持和制度关

怀；民办科研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不能单靠

学术人士个人去苦苦支撑，以及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的救济。比如，国家和地方政府

可以采取“民办公助”的方式，给予民办科

研机构一定的资金补助，让民间学术研究

成为我国学术领域的有力补充，创造出更

多的学术成果，产生出更好的社会效益。

近日，网友一条眼保健操“无用

论”微博使得眼保健操话题再度成为

关注焦点。该微博称“眼保健操残害

中国青少年 49 年了，许多学生用脏手

按摩导致红眼病、眼部感染等。”专家

则表示，网友的说法是用常识代替了

科学，过于绝对。（7月 17日《扬子晚

报》）

“眼保健操残害中国青少年 49 年

了”，无疑是一句充满血腥味道的噱

头。虽然眼保健操并不具有有效地治

疗近视眼的作用，但是它也绝非毫无

益处。眼保健操的保健作用，用西医

的观点看，主要是通过促进眼部的血

液循环和使眼周围的肌肉得到放松的

原理，来缓解用眼过久之后产生的视

疲劳。尤其是对于常年伏案工作和长

期使用电脑者，经常做一做眼保健操，

休息一下眼睛，可以大大缓解眼部疲

劳和长期用眼造成的头疼、头晕、眼

花、恶心等不适感，这才是眼保健操的

真正作用。

然而，眼保健操的利弊确实向我

们提出一些思考：其一，集体无意识。

的确，眼保健操到底是否具有功效还

有待讨论，但毫不夸张地说，在全国有

学校的地方就有眼保健操的存在。质

疑的人总是少数，沉默的大多数重复

机械地一做就是十几年。更为可怕的

是，在集体无意识地做起眼保健操之

后而学生们又集体无意识地戴起小眼

镜。在偶然的质疑之后，也并不妨碍

学生们摘下眼镜继续做眼保健操。这

些行为背后隐隐地透露出一种漠视或

者说是默默地忍受：世事本应该就是

这个样子，与其质疑，不如接受。

新闻中的最后一段延伸阅读中

说，眼保健操的推广是拍脑袋的决

定。这样的说法或许是有道理的，不

过笔者以为更为关键的因素是，一项

决策的接受者习惯性地让渡自身的思

考能力，本着“和稀泥”的态度，达到一

种均势。试问有多少学校能够聘请专

业的医师指导学生们规范的按摩指

法？而试问又有多少学校在认定眼保

健操无效的情况下果断叫停？答案显

然是凤毛麟角。这是一种有趣的态

度，类似于差不多就行了的态度，与其

较真，不如让眼保健操成为生活的一

部分。这样上级满意，学校无差错，学

生无异议。如此，何乐而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