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座叫春的城市”
为何获奖？

禾 刀

12月21日，记者在首届中国休闲创新奖

暨第四届中国最佳旅游供应商颁奖典礼上

获悉，那条曾出现在宜春旅游政务网首页、

轰动一时的“雷人”宣传语，竟出自该局联合

国内知名旅游营销策划专家共同策划的营

销策略，并获首届“休闲、旅游营销创新奖”。

(《重庆晚报》12月23日)

原来，曾遭公众强烈谴责的宣传语乃宜

春故意为之；原来，公众的愤懑可以成为地

方政府可资利用的盘中菜；原来，本为公众

不屑的那些恶俗，居然可以成为博名出位拿

奖的彩头。这样一来，宜春那句“雷人”广告

语，到底与那些曾被许多领导和学者义正词

严痛斥的“网络红人”有何根本区别？如果

这样为人所不齿的噱头，不仅可以大行其

道，还能风光无限，又何谈激浊扬清、树社会

正气？

记得几年前，国内有家企业曾以十二生

肖做了个乏味透顶的广告，理所当然地遭到

公众严厉痛斥。然而，面对社会阵阵反弹，当

事方却不亦乐乎，原因与宜春“偷着乐”如出

一辙，即借此扩大了知名度，达到了宣传目

的。不过，很快有人指出，这样做的同时难

免反向折损产品日积月累的美誉度，得不偿

失。依此类推，因为那句广告语，宜春即便在

名气上实现了大幅提升，但与之“比翼齐飞”

的，还有当地在公众脑海里形成的负面形象。

另一方面，遭此欺骗的善良公众，他日对政府

的公信力又怎不会打上重重问号？

在整起事件中，宜春实际是幕后的主要

“操盘手”，而广大善良的网民，则无意中扮演

了“网络水军”的角色，那些本来善良、正义的

言辞，直接推动着这一炒作事件短时间内迅

速飙升并放大。

对“网络水军”能否一棍子打死，这或许

有待商榷，不过，其负面影响的急剧扩大则

清楚地表明，必须对这种现象予以高度重

视，尤其必须想方设法，竭力遏止公众因此

而出现的“道德感”迷失，甚至是趋腐逐臭。

在宜春“雷人”广告语的背后，不能仅仅

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公权能否对恶俗现

象自觉抵制。如果恶俗的始作俑者得不到

应有的约束，这样盗用公众正气的现象必难

根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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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画实说
shihuashishuoS

12月22日上午，网友以贴图形式曝光

了深圳市住宅租赁管理服务中心工资表，其

员工年薪最高达68万元，最低25万元。当

日晚，住宅租赁管理服务中心回应称，中心

员工工资今年被纳入财政部门预算，被“晒”

的工资表仅是内部讨论草案，早已被中心领

导否决。（见本报昨日报道）

如 果 是 自 收 自

支、处在完全市场竞争

中的企业，那么纵然是

员工个个百万年薪，恐

怕也不会引来舆论的

不满与抨击，只要企业

有这样的竞争实力，只

要老板们有这样的善

心，工资奖金多，恐怕

还会引得求职者“孔雀

东南飞”，人才盈门。

可问题是，一个事业单

位，不是在市场竞争中

摸爬滚打的，不为社会

创造多少利润，更多的是在国家政策下，提

供一种公益性、社会性的服务，吃喝的都是

纳税人的钱，凭什么能有这么高的收入？

当事部门回应称，被“晒”的工资表仅仅

是内部讨论方案，早已经被领导否决，但被

否决的工资表为什么当初还挂在网上？退

一步说，如果一个单位能够做出这样的工资

表，傻子也能想象出其实际收入待遇定然差

不了多少。

“最牛工资单”诉说着现实的种种怪

诞。当事单位是深圳住宅租赁管理服务中

心，这绝不是偶然。不是哪一个单位都有这

样的豪气与实力，而为什么每个和房地产相

联系的主体，其毛孔中都飘散出如此厚重的

暴利气息？

从地产商的暴利，到售楼小姐的年薪，

再到土地、审批等落马官员的巨额贪腐，都

在诉说着房地产业的种种黑幕与暴利。而

今，一个深圳租赁管理服务中心的平均年薪

竟然达到30万，实在令人目瞪口呆。有人

问，如此高的工资支出，钱到底来自哪里？

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看看高高在上的房价

和房租，“最牛工资表”的背后，是无数房奴

与租房客们的辛酸与眼泪。

考虑到“网友曝”的偶然性和小概率

性，我们不禁要问，谁来监管这“最牛工资

单”背后的种种问题？又如何淘尽这种种现

实的沉疴？

“最牛工资单”牛出多少弊端
丁洪先

看不懂又猜不透的楼市
地产评

论员牛刀虚

情假意地道

歉了，因为在年初他发了一篇宏论，要是

年内房价涨幅不超过 5%，叫任志强闭

嘴。铁一般的事实告诉牛刀，他可能赌错

了，闭嘴的不会是“大炮”任志强，而是牛

刀自己。作为一个地产评论员，他该是看

到了 2009 年中国楼市的报复性上涨，猜

到了政府会出招，只是没有想到，政府的

招似乎只是砍到了棉花上。

2010年，无疑是中国楼市的调控年，

从4月17日的首次调控到9月29日的二

次调控，一年中国家出台两次大的调控在

往年很少见。除了 6～7 月份，房价有短

暂的停滞期之外，此后，房价还是一路攀

升。国家统计局12月10日发布了1～11

月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数据显示，

11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环比上涨

0.3%，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这

已是该项数据连续三个月上涨。

你说房价为什么就能够这么死命

地涨？首先是开发商手里有钱，政策调

整，并不能真正危及到他们的资金链。

此外，城市化的进程，让大规模的刚需

存在，市场规律使然，缺货的东西肯定

是价格跌不下来。其次，还是土地财

政，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财政没有钱，

只能靠卖地去赚钱，发展城市的基础设

施，吸引更多的企业落户，这样的循环，

暂时是停不下来。一到年末了，各地的

地王又纷纷起来了，调控政策，也就显

得那么乏力。

关于明年的楼市，很多人还是不持乐

观的态度，认为上涨仍然是主旋律。前段

时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房地产蓝皮书》

认为，明年全国房价可能出现报复性反

弹。近日有机构预测，明年全年全国平均

房价有15%～20%的升幅。

能不能有点独挡房价上涨的因素？

应该会有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提出的保障

房政策，如果能够投放市场，应该能够平

抑房价。不过，也有人算了笔账，中央提

出的明年保障房建设目标是 1000 万套。

1000万套是个什么概念？数据显示，近5

年来全国共建商品住宅 251014 万平方

米，如果以90平方米每套计算，约建2789

万套，平均每年 550 万套。也就是说，明

年每建一套商品住宅，就要建两套保障

房。这样算来，建保障房需要地方政府很

大的决心以及很大的财力。

其次，房产税政策。普遍认为，这应

该是遏制房价上涨的有效武器。不过，在

已经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上，我们并没有

嗅到相关的气息，房产税可能还是在路

上，我们现在还是看不到影子。

最后，是土地政策。地方政府仍然在

不断地给土地放量，必须把地给卖出去，

才有钱进行下一步工作，没有出来更好的

方法前，且这么纠结着。

锐评R ruiping

江淮掌故
jianghuaizhangguJ
1962年2月24日，一代国学大师胡适

溘然长逝。当夜李敖这样写道：“别看他

笑得那样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

的人。”若念及斯人一生的荣辱得失，恐怕

非“寂寞”两字足以形容。

胡适，徽州绩溪县上庄村人。原名嗣

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

之。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

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与另一

位杰出皖人陈独秀并列新文化运动的领

袖之一。

胡适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思

想，并身体力行。他的《文学改良刍议》首

倡白话文，并创作了一系列作品汇编为

《尝试集》。此外，胡适在对旧文化的批评

中也发表了很多影响一代青年的文章，当

时他以 26 岁的年龄即暴得大名，被誉为

“青年导师”（毛泽东当时深受胡适影响，

其创导的《湘江评论》每期都要送胡）。

胡适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

主将，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另

外他还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 胡适治

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

是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

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

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

基础的经典性著作。后人可以赞赏，也可

以批评，却无法漠视其存在。另外，他首

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

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都是开一代新

风，功不可没。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胡适虽身在台

湾，但他的学术思想却遭到大规模的严厉

批判。学术讨论、学术争鸣本是十分正常

的，但在那个年代，却渗透着太多的政治色

彩。胡适遭到了全盘否定，胡适被戴上了

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大帽子。显然这种批

判缺乏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原则。

1986年，在国家领导人的点名下，胡

适得以恢复名誉。据胡氏后辈回忆，当年

批示要求研究孙中山和胡适，并评价胡适

“是一心一意要推进中国现代化的”。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位受到彻底批

判、完全否定，继而“被消失”数十载的知

识分子，近年来胡适的大师地位在思想

界、文化界渐受承认。并且，胡适的《我的

母亲》一文也被选入全日制语文教育初中

课本；在报刊杂志中，亦屡见有追念胡适

先生精神的文章。这跟改革开放以来，政

治愈加开明、思想逐步解放有很大关系，

应该说这是国家和社会的一大进步。

1932年5月，胡适在自己创办的政治

性周刊《独立评论》的《引言》中曾说：“我

们这个刊物叫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

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迷信任

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

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终其一

生，他基本秉持了这种精神，而这也许就

是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影响深刻的主要

原因。

安徽“被争议”历史名人点评之胡适——

“文化旗手”的荣辱得失
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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