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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江苏省镇江

市镇江新区丁岗镇华墅村，这个有着 800

多年历史的村庄，即将走到尽头。一望无

际的土地已经被推平，仅残留下稀稀落落

的一些民宅。取代这个村庄的，将是一片

4500亩地的高尔夫球场。

早在 2004 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

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明文规定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门一律不得

批准建设新的高尔夫球场项目。然而，据

不完全统计，7年来，全国大致新增了320

个18洞高尔夫球场，数量多了近两倍，华

墅村只是其中一例。从这个意义上说，高

尔夫球场项目无疑已经陷入“清查、建设、

再清查、再建设”的投资怪圈。

作为投资商，追逐利润最高点和讲究

效益最大化是其至上原则和根本动机。

由于地块面积大且偏离市区，周边配套设

施滞后，加上高尔夫的建造标准要求严

格、消费群体单一受限，因此单纯开发高

尔夫球场项目，面临着建设周期长和投资

回收慢的双重困难，给政府施加压力的谈

判“筹码”和政策“挟持”随之而来。与此

同时，地方政府领导为了实现自己的行政

意愿和政绩目标，带动偏远地带的协同发

展，获取土地财政的巨额收益和基础设施

的搭车建设，积极鼓励一些实力投资商参

与“城市建设”和“旅游开发”。

因此，大批高尔夫项目得以上马。于

是，在官商博弈的高尔夫球场建设项目中，

行政命令失灵，法律遵从在一次次的投资

冲动和财政意淫中节节败退。笔者以为，

再不进行行之有效的行政约束和法律严

惩，待高尔夫球场遍地开花之时，便是18

亿亩耕地红线拭去东流的家园忌日。方胜

星 雨

福建部分高校为了迎

接该省第11届省级文明学

校评估，纷纷出台临时规

定:若有人询问食品安全等

敏感问题，不要偏激，务必给出正面回答，

相信学校可以很好解决；遇到酷似领导的

人来问路，一定要注意礼貌……其他一些

临时规定中，连叫餐、路上吃东西、穿拖鞋

走路等平时常见且被默许的行为也被叫

停。（5月18日《中国青年报》）

好一个“警觉敏感”、“酷似领导”的应

对秘籍！有了这样的密集提示和“临时读

本”，相信这些高校的评估过程，肯定会像

经过导演的耳提面命那样，人人发挥最佳

潜能，拍出一部精彩绝伦的“作假大戏”。

迎接文明学校的评估检查，居然想到

了礼貌对待“酷似领导者”的防范细节，这

实在堪称将“表面文章”做到了一个新高

度，创立了一个新标杆。由此倒也揭秘了

一个规律，原来领导人物的检查问话，并

非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而是有行可显、有

语可示的。所以，即使听起来明查暗访防

不胜防，其实只要掌握了规则、懂得了“机

关”，上面来人就能心照不宣地“友情帮

衬”，绝不会让迎检的学校弄得太过狼狈

和难堪。

福建高校冒出的“酷似演戏”评估检

查，显然已经没有了一丁点的“瞒下”意

思。而再作思考，大概是连“欺上”也没有

多大必要的。道理很简单，既然领导们已

把什么时候要来检查、什么内容重点评估

的关键信息，都一五一十地提早透露给了

学校，说明下面只要不是将有关要求和指

令太不当回事情，顺顺利利完成“检查”，

高高兴兴通过“评估”，就基本等于预先给

准备方服下了一颗“定心丸”。那么，真正

被遮在盖里、蒙在鼓里的是谁？当然不是

别人，就是不明戏里内情、常常信以为真

的社会公众了。

“酷似演戏”的作假检查何以总还搞

得像真的一样？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

潜在规则。一是兴师动众有利于大造声

势标榜业绩，二是程序规整有助于总结宣

扬创造模板，三是场面逼真更易于秀出成

果、秀来掌声、秀得名利。可以这么说，只

要“演戏”的成本收益率远远大于真抓实

干，期待这种表演会自我克制和杜绝，恐

怕基本是种幻想。

司马童

“酷似领导”道破“酷似演戏”的作假检查

非常道
feichangdaoF 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西瓜膨大剂无害？
领导特权也不是到处都好使，它的缺

陷之一是常常会“水土不服”。在自家地

盘上养成的坏毛病，到了陌生环境常会遭

遇尴尬，这位官员就是鲜明的例子。

——作家韩浩月说的“这位官员”，就

是最近很红的“宝丰县领导”，在郑州要“整

死交警”的狠话一出，立刻成为舆论焦点。

这是一个寄生的社会，这是一个以寄

生为荣的社会。这里，相当一部分人不但

不干事，不干正事，反而还阻扰他人干正

事；不但不创造价值，反而阻扰他人创造价

值，却又凭空占有他人创造的大量价值。

——网友观点

高尔夫翻倍建设
18亿耕地红线危矣

公论
gonglunG

近日，江苏省丹阳市

700多亩现代高效设施农

业示范园里，许多西瓜未

成熟就竞相炸裂。专家通

过走访发现，确实有农户

发生大量裂瓜之前使用了

膨大剂，不能排除膨大剂

使用时机不当这一因素。

同时，专家表示，只要是在

正常使用量范围内，膨大

剂是安全的。（5 月 18 日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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