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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各媒体都在显著的位置刊登

了《美贫困人口达 4900 万创纪录》的报道，

称美国贫困人口 2000 年已占总人口 16%，

有的报纸还在国际版头条用通栏标题报道

此新闻。

一个星期后，各媒体都在要闻版刊登

了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

发的新进展》白皮书，称中国农村贫困人口

数量，已从 2000 年底的 9422 万减少到 2010

年底的 2688 万，10 年减少了 6712 万；农村

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10.2％下降到2010年的2.8％。

一眼看去，对比鲜明：中国农村只剩下

2688 万穷人了，而美国穷人却增加到 4900

万。大部分读者看报都是看标题的，得出的

印象是应了毛泽东当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们

一天天好起来，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

好在两篇新闻都是客观事实的报道，

只要读者细心读完且有相关的知识，就会

得出自己的结论：此贫困非彼贫困也。主

要是贫困衡量标准不可同日而语。

据报道，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的提高和物价指数的变化，已将全国农村

扶贫标准从2000 年的865元提高到2010 年

的 1274 元人民币。以此标准衡量，中国农

村只剩下2688万穷人了。按最新的美元对

人民币的 1：6.3765 汇率，1274 元人民币，只

合200美元。

同样据报道，美国人口调查局最新统

计贫困标准是：一个 4 口之家年收入在

24343 美元，人均 6085 美元，兑换成人民币

是 15.5223 万元，人均 3.8805 万元，是 1274

元人民币的30倍。30倍啊，达此标准，在中

国堪称令人羡慕的中产阶层了。

应该说，自己与自己比，中国政府开展

的扶贫开发，成果巨大，为全球减贫事业作

出了重大贡献。但毋庸置疑，与发达国家

比，同是贫困，相差太大。也就是说，我们

的穷人真是太穷了。另一方面，中国的贫

富差距又太大了。国际通用的、反映贫富

差距的基尼系数显示，2010 年中国已达

0.48，大大超过了 0.4 的警戒线。中国农村

的扶贫开发，真是任重道远啊！

好在我们的党和政府是清醒的，就在

国务院新闻办白皮书公布 13 天后，中央扶

贫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

2300 元（2000 年不变价）作为扶贫标准，猛

提了92%。虽然按此标准，中国农村的贫困

人口将增至 1 亿多，说起来不大好听，但却

向世界表明，中国又新增 7000 多万农村贫

困人口将得到政府的帮助，同时也表明，中

国政府有能力这么做。据报道，中国政府

今年的财政收入将会突破 10 万亿元，有人

戏言：牙齿缝里省出来的就可以了。戏言

归戏言，不论怎么说，扶贫的意义是巨大

的：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彰显了社会

的公平和进步，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扶贫标准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提高的过

程，2300元绝不是也不应该是最后标准。如

果说，此前，中国农村扶持对象主要是绝对

贫困户、解决温饱问题的话，那么，历史将记

住2011年11月29日：此后，中国农村乃至全

国，扶持对象将逐渐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

困、小康标准，这是历史的进步。按照唯物

辩证法，相对贫困是永远存在的。从这个意

义上说，扶贫永远无尽时。届时，扶贫将被

视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大“稳定器”。

当然，扶贫还有一个怎么扶的问题，这

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时评Sshi ping

此贫困非彼贫困：中国扶贫任重道远
言赅

11 月 29 日,旬阳县磨沟幼儿园园长、

代课老师薛同霞，因小朋友不能完全背诵

课文，便用火钳将孩子们的手烫伤。当地

有关部门调查发现，被烫伤的孩子达到10

个，2个孩子（丰丰、楠楠）烫伤最为严重，

其余几个孩子不同程度被烫伤。薛同霞

称她当时心情不好，原本只是想恐吓不听

话的小朋友，但突然情绪失控作出过激行

为，自己感到非常内疚。(12月4日《三秦

都市报》)

“心情不好”难以自圆其说，幼儿教育

并不简单，有时孩子的行为会出现问题，

有时孩子的生活又需要教师特殊的照顾，

在这样艰巨的工作下，许多教师不免会出

现烦躁情绪，而这种情绪会传递给敏感的

孩子，使他们感到焦虑不安。所以教师本

应该对幼儿教育工作的特点有一个正确

的认识，有充分的准备。新闻中的薛同霞

并不是一个新手，本不应该犯这样的错

误，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自有法

律来惩处，但这起事件也自有其标本意

义。

幼儿教师为人师表，理应具备自信、

自尊的人格，给幼儿树立一个良好形象。

在幼儿的心灵中教师的形象无比高大，是

敬仰和崇拜的对象，老师的位置往往在父

母之前。因此，教师要格外严格要求自

己，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会给孩子留

下深刻的印象。

不过世人对于师德的诟病已经不是

一天两天了，从大学到中学，直到幼儿园；

从绿领巾，三色作业本，分批家长会再到

火钳园长，某些老师的师德不知何时变得

如此面目可憎。

当然老师们心中自有苦衷，或许特

定情况下“心情不好”是真的。学生家长的

心理也要调整，不能将问题都推给老师。

不要以为孩子能背诵几首古诗，说几个英

文单词，认识了几个汉字，会做简单的算

术，就觉得孩子在幼儿园学到很多的知识，

否则家长们也会“心情不好”。老师的形象

被毁掉了，家长的形象是毁在老师的前面还

是后面呢？或许“狼爸”和“火钳园长”这

“天生一对”能够说明大部分问题了。

不能让为师者
一次次自毁形象了

钱兆成

“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

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

思公布”。

——民生银行行长洪崎近日在

某论坛上的一番言论引起强烈反

响。洪崎说，这些年中国银行业的业

绩非常亮丽，尤其是今年，企业经营

压力很大，银行业却一枝独秀，利润

很高，不良率很低，以至于有一点“为

富不仁”的感觉。

“这是群体性糊涂！”

——日前，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

所首席科学家李国杰院士在深圳举

行的“2011中国计算机大会”上，痛批

低效研究开发。据介绍，我国科研投

入不断上升，2010年达到 7062.6 亿

元。2009年，全国参与研究与开发活

动的人员达到318.4万人，已是世界

上这一领域人力资源投入最多的国

家。

非常道
feichangdaoF 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12月1日，有关江西“宜黄拆迁自

焚事件”中被免职的宜黄县委书记和

县长，悄然复出的消息开始在网上流

传，称“宜黄前县委书记邱建国将出任

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宜黄前县长苏建国任抚州市公路局局

长”。抚州市公路局工作人员向记者

证实，苏建国履新消息属实，“已经来

了一个多星期”。（12月4日《京华时

报》）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

改，善莫大焉”，这样的处世标准，对于

曾有过失的官员来说，同样是适用

的。具体到宜黄原县委书记和县长复

出的问题上，从 2010 年 9 月 10 日“自焚”发

生，到如今已经一年有余。相关部门对原县

委书记和县长的立案调查工作显然已经结

束，那么在其并无直接责任的情况下，重新

任免也并无不可。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公

共事件中被免职的官员，其重新复出，为什

么非得“静悄悄”呢？

不是说免职干部要把曾经的过错背一

辈子，也并不是说免职干部复出就一定有猫

腻。但既然曾经被免职，再次复出，应该有

一个公开接受人民监督的姿态，什么也不

说，什么也不交待，就复出了，说是“低调”

也好，“静悄悄”也罢，都难免让人觉得其背

后隐藏着自知理亏和自证猫腻。这样的复

出，岂能不让人纠结？ 北方/文 美堂/图

免职官员该不该被“一棍子打死”？

吴玲

眼下，淮阳县齐老乡范庄村 83 岁的

范龙云，冒着生命危险跳入水中勇救3名

落水儿童的英勇事迹在周口市被传为佳

话。乡里乡亲只要提起他的名字，都会竖

起大拇指说：“老人好样的，我们为齐老乡

有这样的英雄而自豪！”最近，范龙云被推

荐为“第三届周口市道德模范候选人”。

（12月4日大河网）

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一

位 83 岁的老人，在自己不会游泳的情况

下，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勇救落水儿童。这

种“舍身忘我，舍己救人”精神可佳，令人

感动和敬佩。

我们可以大力宣传老人“舍己救人”

的英雄事迹，但是，我们不能过度渲染老

人英勇救人之举。 人们可以称赞、敬佩老

人“舍己救人”的义举，这种精神可以发扬

光大，但我们不提倡鼓励这种行为。否则

我们就缺乏理智和对老人的人性关爱。我

们应向老人这种“舍己救人”的英勇精神学

习，只有这种精神得以弘扬和倡导，社会才

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但如果我们把老人

“舍己救人”行为当成一种范本，那么就是

对见义勇为精神的误读。

老报人说L lao bao ren shuo

星 雨

目前全国已经执

行 限 购 的 48 个 城 市

中，有 11 个城市的限

购政策截止时间都是

今年年底。限购调控

是否将继续？据报道，住建部日前已知

会地方政府，对于限购政策将于今年底

到期的城市，地方政府需在到期之后对

限购政策进行延续。（本报昨日14版）

俗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好在，住

建部明确表示楼市限购近期不可能放

松，并要求地方政府延续“限购令”。

但必须看到，当下楼市调控政策依

然呈现出“中央政府严厉执行，地方政府

期待放宽”的利益博弈。由于土地财政

受到较大影响，地方政府无形中有放宽

的潜在需求。

延续限购令不仅仅是一句表态，更

是一道考题。能不能严厉执行调控政

策，将限购令进一步引向深入，推动楼市

铅华散尽，理性回归，不仅事关这一轮

“史上最严厉调控政策”的成败，更关系

到责任政府的口碑形象，百姓安居乐业

的民生福祉。

延续限购令，需要严厉问责的决

心。此前，佛山和成都两地朝令夕改，紧

急叫停出台伊始的限购放宽政策，背后

显然是受到住建部等中央部委的压力。

但这已然开了极坏的先例，放宽政策的

“一停了之”，又会让其他地方政府觉得

风险微乎其微，增添了与中央政府顶风

叫板的底气。为了遏制地方政府的利益

驱动，使其不敢逾越“限购令”的雷池，有

必要加大问责追究的力度。

延续限购令，需要统筹兼顾的智

慧。在“限贷”这一影响楼市的关键因素

短期内难以改变的背景下，部分城市地

方政府频频在政策焦点之外悄然“松

绑”。因此，楼市调控需要有全局性的战

略眼光，逐一审视每个可能左右调控力

度和效果的政策环节，从国家层面予以

规范，从而堵塞地方政府“曲线救市”的

漏洞，让楼市限购的延续名副其实。

当然，延续限购政策，加强楼市调

控，关键还在于摆脱“土地财政”的依

赖。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透露，今年全

国财政收入会超额完成预算，中央财政

和地方财政都会有一定数额的超收。这

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实

行财税制度转型，走出“土地财政”的契

机。唯有楼市不再成为财税支柱，地方

政府才能真正和广大老百姓站在同一战

壕里，将楼市调控进行到底。

延续“限购令”考验调控决心和智慧
张遇哲

老人勇救落水儿童不能误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