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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油条的联想 梁长森老报人说
laobaorenshuoL
大约两年前，油条是3角钱1根，后来

涨到了 4 角钱 1 根，去年已是 5 角钱 1 根

了。随着粮价和油价的提高，油条涨点价

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价格提高了，总要

保质保量吧！但价格提高了，前两个月油

条却变得又细又短了。据顾客估计，原来

炸 10 根油条的面，可以炸到 12 根了。显

然，油条摊主可以另外多赚1元钱，何乐而

不为呢！

效果真会如此吗？我住地附近的菜场

上有两家炸油条的，我跟踪调查了一下，事

情却走向了反面：比原来少赚了钱，甚至还

逐渐地出现了亏损。因为买的人越来越少

了。这时我给一个摊主讲了个故事：

解放前，一个小镇上有张记、李记两家

粮店，张老板想多赚钱，就动了把秤改小的

主意，遂请来了一位样秤师傅，交代他把16

两1斤的秤改为15两1斤。这样他每卖1

斤粮食就少1两，即白赚1两的钱。他大儿

媳妇知道了这件事，就背后告诉样秤师傅：

父亲年纪大了，话讲反了，本意是把16两1

斤改为17两1斤。样秤师傅照着她的话做

了。此后，到张记粮店买粮的人越来越多，

生意十分红火，而李记粮店的顾客却越来

越少，以至门可罗雀。年终张记粮店大赚

了一笔，老爷子要开庆功会，有的人却悄悄

告诉了他事情的来龙去脉。老爷子恍然大

悟，在庆功宴上说：从现在起，粮店正式交

给大儿媳妇经营管理。其结果可想而知，

生意越做越大，李记粮店倒闭了，张记粮店

发展成大粮行，成了远近闻名的品牌。显

然，这位媳妇是很有经商头脑的，她首先为

顾客着想，注意让利于民，薄利多销，既使

顾客满意，又使自己生意兴隆、多赚了钱。

油条摊主听了这个故事，当时就说：我

要向那位媳妇学习。随后，他炸的油条又

恢复了原来的粗度和长度，不仅保质保量，

甚至还略有提高，买主也渐渐多了起来，有

时还要排队，赚的钱比原来翻了一番；而邻

近的一家炸油条摊主还守着“又细又短”的

做法，买他油条的人也逐渐少了起来，到1

月下旬已经没有人买他的油条了，他只好

停止了炸油条的生意。

想以克扣斤两，使顾客吃亏多赚顾客的

钱，反而惹恼了顾客，远离了顾客，砸了自己

的牌子，连生意都做不下去了；为顾客着想，

诚信为本，保质保量，受到顾客欢迎，薄利多

销，反而多赚了钱，这也是做生意的辩证法

吧。有些专家也曾多次议论过，要把企业做

大做强，就必须创出自己的品牌。而品牌的

创立，靠为客户着想，靠诚信、靠创新、靠质

优价格合理。我希望所有企业家包括做小

生意的人都能懂得这个道理，提高自己的整

体素质，努力创品牌，使自己的产品有更广

阔的市场、更好的销路。这样的企业家、生

意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的国民经济健康、快

速、持续地发展也就有保证了。

（作者系资深编审，省出版局原副局长）

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微博打拐

为“民工荒”叫好！
本报评论员

春节长假接近

尾声，受“民工荒”影

响，全国各地悄然打

响一场民工“截留

战”。为留民工省内就业，我省出台诸多

举措，而省外一些城市则主动出击，派客

车来我省“截送”农民工返回。（见本报今

日特别策划）

又见“民工荒”引发的“截留战”，我

特想为“民工荒”叫好！曾几何时，当企

业一边大肆挥霍着农民工这样的廉价劳

动力而换取丰厚的利润，一边又对他们

特别冷漠和刻薄；当城市一边尽情享受

着农民工这样的城市边缘人所带来的便

利与贡献，一边又轻视和鄙夷他们；尤其

当国家一边极力鼓动农民进城务工经

商，一边又没有相关配套的关爱措施，等

等，这些令人憋屈乃至寒心的历历往事，

真个是不堪回首！

农民父兄们的称呼也是几经变更，

可谓历尽沧桑，真实反映了他们的人格

地位和生存状态。记得上小学时，识字

课本上是称“农民伯伯”，读中学时又变

成“农民叔叔”，上大学时改为“农民兄

弟”，再后来参加工作时是“民工”、“民

工”、“民工”之声不绝于耳，最后演变成

官方用语：“农民工。”可见，农民、农民工

当下在城里乃至社会中的地位仍然不是

那么高贵。

但事实上，我们的父兄般的“农民

工”们，吃的苦最大，遭的罪最多，受的气

最狠，就说那一张进城务工的“暂住证”，

与其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护身符，倒不

如说成了他们的一道“紧箍咒”。本来有

它也遭人白眼与冷遇，没它就更是惶惶

不可终日，因为方方面面的大盖帽们，让

农民工们担惊受怕，不得安宁！

事实上，“民工荒”折射出经济发展

所带来的人力资源匮缺，反映了结构调

整所面临的新形势；由是，“民工荒”必然

提升进城务工的农民兄弟的地位和作

用，体现出他们劳动的真实价值。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民工荒”无疑是大好事！

我在为“民工荒”叫好的同时，由衷

期待更多的对于“农民工”的尊重与关

爱之举，期待更多人对待农民工真心诚

意敬佩的德性，千万不要等到“民工荒”

了才大动恻隐之心而发慌！对比如今

一些地方实实在在看重农民工的做法，

我们着实应该反思：我们究竟还有多少

类似“农民工”待遇的问题尚未解决？

我们什么时候不再出现“民工荒”？！我

想，各地各级的执政者，各领域各部门

的管理者，理应从最切实际的“小事”做

起，这样才可取悦民众，才可感召社会，

才能凝聚人心，才能有利经济发展！

2月9日，省城合肥发生3起悲剧：

有3位老人相继离奇死亡。尽管他们

离世的方式不同，但结局都很悲惨，他

们的死或与病痛有关，却都透着孤独、

无助与凄凉。（本报昨日报道）

当大家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当中

时，我们这个城市里3位老人孤独地离

去，让很多人的内心也同时陷入了冰

凉：这些老人本应含饴弄孙，本应安享

幸福晚年，本应得到起码的生活照顾，

然而却孤独离奇地撒手人寰。

人们在批判三位老人子女的同

时，是否应这样深思：3起悲剧的发生，

真的仅仅只是一个家庭责任的问题

吗？这样的悲剧背后又究竟在拷问着

谁的良知？

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现代人忙

着工作打拼，忙着交际应酬，没有时间

照顾到父母和老人。有些人只注重在

物质上满足老人，而缺乏精神上的关

爱。其实，再忙都应该抽出时间常回家

看看，陪父母说说话聊聊天，排解他们

的孤独和烦恼。

而为老人营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不但是家庭的事情，也是整个社会的责

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果人人都拥

有这种情怀，老人们的幸福指数必定会

大大提升。遗憾的是，并非人人都能把

尊老、爱老、助老作为一种道德自觉。在

公交车上，为老人让座的人少了；在小区

里，愿意与老人寒暄的人少了……我们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那时的我

们是不是也是这么无助？

花开无重日，人无再少年，今天的

老人就是明天的自己。在我们还没有

成为老人之前，尽己所能关心爱护老

人，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让尊老

助老蔚然成风，这不仅会使现在的老

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也会让我们自

身受益无穷。

三位老人孤独离世
拷问谁的良知？

宛月琴

微博打拐，一场微博世界里的打拐行

动，尽“微博”之力，让孩子回家。2011年

春节期间，“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

引发了成千上万网友的关注，知名人士、

热心网友、慈善机构、各地警方等纷纷给

力关注，并加入解救乞讨儿童的行动中。

姚晨、李承鹏、刘春、徐小平、冯小刚、李冰

冰、赵薇、蔡康永等知名人士纷纷转发“随

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引发越来越

广泛的社会关注。

无论是此次的微博打拐，还是以往任

何一次互联网接力，所展现的公民参与热情

都让人动容，也让人感受到力量。而蕴藏在

新技术中的民间力量，在踏踏实实做事情的

同时，也需要被理解，这理解，包括不拔高不

奢求，也应当包括更多的鼓励和肯定。

时评

星眼版欢迎读者来稿，本版投

稿信箱：xbxy2010@126.com

1 古罗马 古罗马广场、圆形大剧场

和万神殿都是古罗马曾经风光无限

的有力证据。

发榜F fabang
全球四大文明古都

2 雅典 民主政治、数学、哲学、奥林匹克

……还有什么辉煌成就不是出自古希腊

首都雅典的呢？

点评：这些文明古都曾经创造了

璀璨的城市文明，但最终都湮没在战

乱的历史尘埃中。

发榜机构：环球网

3 君士坦丁堡 即现在的土耳其城市伊

斯坦布尔。它曾是世界上最大最富裕

的城市。

4 巴比伦 古巴比伦位于今伊拉克共和

国境内。这座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孕育

出来的城市因其令人惊叹的空中花园

而世界闻名。

星报人说
xingbaorenshuo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