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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评论

“中国在走向低智商社会”是警钟

殷建光
前些日子，日本著名管理大师大前

研一的著作《低智商社会》意外地触动了
中国人的敏感神经。根据网上的援引，大
前研一如是说：在中国旅行时发现，城市
遍街都是按摩店，而书店却寥寥无几，中
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

15

分钟， 人均阅读
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 中国是典型
的“低智商社会”，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
达国家。（

5

月
13

日国际在线）

感谢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因为
他的结论给我们国人狠狠敲响了警钟。

的确如此，看看中国的大街小巷，书
店真的是寥寥无几， 就算有限的几个书
店，也多是热销学习辅导资料，这不能不
说是国人读书的一个悲哀， 因为这种现
象分明告诉我们，大人是不读书的，孩子
读书是读辅导资料的，如此读书，能有什
么前途？说中国人每天读书不足

15

分钟，

我看，实在有点太瞧得起我们了，国人读
书，尤其是大人读书的太少了，看看我们
的周围吧，喝酒的，玩麻将的，打扑克的
比比皆是，至于读书的，几乎就没有，哪
里还会有平均

15

分钟呢？

或许有人说，我们在上网，我们在搞
网络阅读啊，我看，这纯粹是自我麻痹，

看看上网的人群，有几个读书，大多是在
游戏的海洋遨游，是在聊天上下工夫啊。

要我看，当前的中国人可能是世界
上最不爱读书的，不信，我们可以去做
调查，去看看火车汽车上的乘客，去看
看晚上灯光下的家庭成员在干什么。

读书不仅是为了增长知识，更是为了提
高智力，可以说，读书是最好的智力训
练，是最好的创新力量积聚，没有读书
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人，没有读书的民族
是没有未来的民族，没有读书的国家是
没有希望的国家， 这并非耸人听闻，在
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力量已经
得到了最形象、最有力的体现，国与国
之间的竞争靠的是知识，人的价值的实
现靠的是知识，没有知识就没有未来。

过去我们说， 发展经济是硬道理，

因为不发展，就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但
是，在我们发展了经济之后，我们可以
毫不客气地说，读书是硬道理，因为不
读书就弱智，弱智就必然被愚弄，被淘
汰，被奴役。

“中国在走向低智商社会”，让我们
知耻后进。

（据《羊城晚报》）

短命市政建筑为何频现

田力
要想看建筑爆破现场

,

沈阳市是个
可一饱“眼福”的地方。

2007

年
,

投资
2.5

亿元兴建的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夭折”

在其第
18

个年头
;2008

年
,23

层的天涯宾
馆消失

;2009

年
,

亚洲跨度最大的拱形建
筑、只有

15

岁的沈阳夏宫在两秒钟内变
成一座废墟。短命市政建筑频频出现

,

让
公众十分不解。

事实上
,

市政建筑短命的现象不仅
在沈阳

,

在全国许多地方都非常普遍。比
如“坚固得像碉堡一样”的青岛市著名地
标建筑青岛大酒店建成仅

20

年
,

杭州市
西湖边的最高楼浙江大学湖滨校区

3

号
楼建成仅

13

年
,

南昌市著名地标五湖大
酒店建成仅

13

年
,

耗资
3000

多万元的海
口市“千年塔”建成仅

10

年……对这些建
筑的短命

,

人们在心疼之余也气愤难耐。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官员表示
,

我国
每年新建建筑面积达

20

亿平方米
,

是世界
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

,

使用了世
界上

40%

的水泥、钢筋
,

而建筑的平均寿命
却只能维持

25

年至
30

年。而根据我国《民
用建筑设计通则》

,

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

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
100

年
,

一般性建
筑为

50

年至
100

年。 难怪有人感慨
:

“我们
有
5000

年的历史
,

却少有
50

年的建筑”。相
比之下

,

英国、法国、美国的建筑平均使用
寿命分别为

132

年、

85

年和
80

年。

近年来
,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

我
国城市面貌可谓日新月异

,

与这一过程
相伴的高楼大厦的短命

,

却耐人寻味、令
人深思。每一个短命建筑的倒下

,

总有一
些冠冕堂皇的语言为其粉饰。 不少地方
换一届政府搞一个规划

,

一任领导一个
做法

,

拆了建、建了拆
,

看上去城市面貌不
断变化

,

实际上却为此付出了许多不该
付的代价

,

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

市政建筑的短命
,

从一个侧面暴露
出一些领导干部在发展理念上的偏差。

那些动辄几千万元、数亿元的投资
,

在规
划设计之时

,

就应当充分考虑到长远
,

使
用公共财政建设的项目

,

更是需要高度
审慎。短命建筑频现的问题不容轻视

,

相
关部门还须加强监督和管理

,

完善制度
,

加强审核
,

避免这种重大浪费的出现。

（据《光明日报》）

领导干部应有“大气象”

李小三
何谓气象？

气象是一种形象、一种态势，体现在看待问
题的眼界、面对问题的胸襟、处理问题的思路、解
决问题的方法，等等。这源于与生俱来的气质，更
源于后天的积累和涵养。

而大气象， 则是升腾于表面之上的超脱精
神、豁达气度和宽容心胸。眼界宽、思路宽、胸襟
宽，谋大计、抓根本、顾大局，善于从大局看问题，

善于多角度审视矛盾。党的这些要求，正需要领
导干部涵养出大气象。

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的气象却令人担
忧：有的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一心想着用三招两
式就能一炮打响；有的阳奉阴违，言行不一，经常
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嘴上，却汲汲于一己私利；

有的意志消退、精神萎靡、情趣低俗，热衷于灯红
酒绿，沉湎于声色犬马。

对工作而言， 领导干部是组织者和实施者，

涵养出大气象，有了坚定的政治信念、开阔的眼
界胸襟、卓越的能力和优良的作风，才能领导好
科学发展。对群众而言，每一位党员特别是党员
领导干部，都是党的形象代表。领导干部如果气
象不正，不仅难有作为，而且损害党的形象，产生
不良效果，影响社会风气。

更何况，当前正处于改革攻坚期、发展关键
期，经济社会深刻变化，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
穷。如何统筹内与外两个大局，如何把握变和不
变的辩证关系，如何摆正个人与岗位两个身份、

两种利益， 都需要领导干部有超越一事一策的
眼光、超拔一人一己的气度、超脱一时一地的精
神， 才能在这大有可为的时代， 成就一番大事
业。

涵养大气象，并非易事。观、想、行、学，四字

可从。

观，是“仰望星空”。星空，比喻信仰的高峰、理
想的高度。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是领导干部
大气象的根本所在。焦裕禄、任长霞、杨善洲……

先进典型就像星空中的璀璨群星，只有始终以他
们为榜样，保持崇高的精神追求，不断加强道德
修养、升华思想境界，才能不囿于眼前纷争和一
己私利，看到本质、守住根本。

想，是“心怀民生”。对于领导干部，每一项决
策之后，都可能预示着灿烂未来、宏伟蓝图；每一
个数字之后，都可能有着万家忧乐、民生冷暖。只
有时时系念于此，才能更周全地调研、更大胆地
决策、更谨慎地执行；也只有时时心怀民生，才有
看全局、抓整体的眼界，才有重实干、讲实效的作
风。

行，是“脚踏实地”。大气象并不是虚无的“高

蹈”，而要落实到每一项具体工作。恪尽职守、兢
兢业业，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领导责任，为群
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
做好事，大气象才能化为切实的行动，助推事业
的发展，赢得群众的信赖。

学，是“志存高远”。邓小平同志曾说：“不注
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一些领
导干部正是在不学无术、浑浑噩噩中沦为只会左
右应酬、只会阿谀钻营的庸官俗吏。把学习变成
一种生活需要，以知识充实自己，以思想陶冶自
己，追求就会远大，气象就会高迈。

涵养大气象， 不是一时一事的暴风骤雨，而
是时时事事的细水长流。把涵养的功夫，化为工
作的底色、思考的底蕴，大气象必然会随之而生、

因之而成。

（据《人民日报》）

“环保标兵”闯祸是一出黑色幽默

宣华华
建厂以来从未有过环保违规

记录，又通过极为严格的
ISO14000

环保认证，一年前还通过上市前的
环保核查。然而就是这个堪称“环
保标兵”的浙江省德清县海久电池
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却被曝出是当
地居民“血铅超标”事件的“祸端”。

截至
5

月
11

日，

300

个送检样本中，

就有
31

个超标， 其中
11

个是孩子，

还有
1000

多个血液样本正在检测，

血铅中毒人数还可能增加。目前海
久电池已被勒令停产整顿。（

5

月
15

日《北京青年报》）

在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大的
当下，德清县这家蓄电池企业也披
上了“环保标兵”的伪装，却最终暴
露于一场大规模的“血铅超标”事
件。在我看来，“环保标兵”闯祸，实
在是一出黑色幽默。

其实，这家企业打造出“环保
标兵”的伪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比如说，“从未有过环保违规记
录”就不简单，需要当地环保部门
“配合”，否则，随便给你挑一个小
错罚点儿款，不就要被记录在案了
吗？“通过

ISO14000

环保认证”也不
容易，软硬件设施都要跟上，真金
白银自然花了不少。至于“通过上
市前的环保核查”， 闯过一个极易

遭“卡”的敏感关口，就更需要各级
环保部门“照顾”，岂是一个容易完
成的任务？

然而，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重
重，这家蓄电池企业，依然凭借自
身“努力”通过了各种考验，把自己
打扮成“环保标兵”， 就像丑女终于
整容成大美女。 假如不是一场意外
引发“血铅超标”事件，这家企业或
许很快就要去股市上狂捞一笔了。

可“血铅超标”事件的爆发，终于还
是撕下了它的伪装，让这个“环保标
兵”在股市大门外来了一次“裸奔”。

真的假不了，假的更真不了，“李鬼”

冒充“李逵”在江湖上飘，早晚是要
挨上那一刀。而那一刻，也宣告一出
黑色幽默剧上演。

设想一下，这家企业的老板，此
时该是怎样的沮丧？ 他会不会懊恼
于，眼睁睁就要到口的“上市肥肉”，

转眼将成泡影？ 当地环保部门人士，

尤其是一路上“关照”过这家企业的
官员， 此时又该是怎样的惶恐不安？

因而，对于各色可疑的“环保标兵”，

以及类似的“

××

模范”们，所有人都
该多个心眼。否则，总有一天，有些人
要受伤，有些人要后悔，有些人要搬
石头砸自己的脚。

（据《华西都市报》）

“提拔当天即退休”：“双轨制”下的怪蛋

王石川

在一天
(4

月
18

日
)

的时间里，青海省
海西州人民政府将

6

名干部先任命后再
免职并退休， 有

2

人甚至在同一天之内
遭遇两次免职，原因是退休前提拔可以
让退休待遇提高一级。

闪电提退的背后，是相关人员的心
照不宣，达成默契，这种处理具有“一举
多得”之效，官瘾虽然没过足，但临退休
者拥有了一定的名分和较为光鲜的面
子， 最关键的是有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相关部门则因顺水人情，赢得了人性化
的“口碑”，甚至连部分网友也认为，这
样的单位用心良苦。

然而， 就在闪电的一提一退之间，

让我们看到了相关人员把提拔当做了
小孩过家家的游戏；干部选拔任用等相
关用人制度，遭到了亵渎；而在这种近

乎儿戏的闪电提拔中，政府部门的公信
力也在流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
究所副所长彭光华表示，“退休待遇来
自国民税收，退休后的待遇本质上应是
对其在职期间为社会所作贡献的一种
补偿， 这一补偿应与其实际级别相对
应。因此，公务员管理中不应把名义上
的提拔当做一种福利。”

这种涉嫌滥用公共资源和挑战制度
的行为，自然令人不安和焦虑。对这样的
提退事件， 除了提醒相关部门必须尊重
民意、尊重程序，还需关注的一个命题就

是，必须再度正视现行的养老金双轨制。

临退人员之所以不愿意退， 或者不甘心
顺利退，在退休之前提一些要求，说白了
不是冲着被提拔的那些职位， 而是因为
职位所具有的含金量， 是一旦有了这个
职位在退休后就能多拿退休金。 由此便
引申， 为何不同级别的公务员退休金如
此悬殊？ 为何企业退休人员和公务员退
休人员的退休金差距如此之大？

刚提拔就退休，既让我们看到了“级
别换待遇”的灰色逻辑，更看到了改革养
老金体制的迫切性。 （据《扬子晚报》）

拍照有啥让“城管不舒服”

司马童

李高锋夫妇是陕西省铜川市耀
州区人，日前妻子看到马路对面一群
城管在和别人吵架， 就拿出手机拍
照。没想到，城管发现后，认为她的拍
照影响了执法，让他们不舒服，冲过
来抢走手机， 并强行删除了照片。期
间， 丈夫李高锋拿把菜刀想吓唬一
下，对方夺刀时不慎划伤，结果被抓
进办公室一顿拳打脚踢，打得眼内挫
伤、鼻梁骨折，一度昏了过去。（

5

月
14

日《华商报》）

又是城管施暴！ 又是拍照惹祸！不
过，这回铜川市耀州区城管对于市民何
以被殴，倒是坦荡干脆、敢做敢言———

“我们觉得不舒服！”听罢这一直截了当

的打人理由，作为一名旁观看客，倒是
很替当地市民担心：将来再看到城管不
文明执法，千万得加倍注意了，否则一
不小心又令“城管不舒服”，后果仍会很
严重，苦头还是有的吃。

这些年来，关于普罗大众拍摄城管
执法而招来皮肉受苦， 甚至是命丧黄
泉，的确已非一例两例。

2008

年
1

月
7

日，

湖北省天门市一位总经理路过该市竟
陵镇湾坝村时，发现城管执法人员与村

民发生激烈冲突。 他掏出手机录像时，

竟被城管人员当场活活打死……

执法需要监督， 也无权拒绝监督。

就城管执法来说， 市民百姓的拍照摄
像， 本身便是一种法律允许的社会监
督。而今一句“城管不舒服”的打人理
由，则让公众无法不做可怕联想，将来
若是多看了几眼城管执法，是否也会成
了“不舒服打人”的牺牲品？

（据《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