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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不可避免地来了。几天前，美

国宇航局在其网站上回答网友提问：今

年，压根就没有什么东西会撞地球，所谓

世界末日，纯属无稽之谈。

一个神秘的所谓“玛雅预言”加上一

部高科技的灾难大片，让全世界都人心惶

惶。这正是因为，过去的几年内，地震、火

山、海啸等极端灾害频发，像极了影片中

的情形。于是，人们就真的以为，2012 年

某日是世界的最后一天；于是，又一个新

年到来时，人们的心情从未如此纠结忐

忑。

似乎难以想象，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

的今天，会有如此多的人相信这样的末日

学说；又不得不承认，各地发生的现实灾

难，让人们越来越恐惧。在恐惧之中，可

能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越来越怀着一颗

敬畏之心对待自然，认真生活；另一种则

是，堕入空无，甚至宁愿相信末日说，好更

加心安理得地信奉“人生苦短，及时享

乐”。

是越认真还是越虚无，取决于，面对

灾难与恐惧时，是否有足够的科学常识的

普及，以及是否形成强有力的凝聚力。拥

有常识，即便灾难就在眼前，也会泰然处

之，有惊无险，比如日本大地震时社会秩

序却依旧良好；常识阙如，即便灾难远在

天边，自己也会乱了阵脚，比如“谣盐”事

件。

抛开那蛊惑人心的末日预言，不可否

认的是，我们随时都可能遇到各种自然灾

害。这提醒政府部门及每个人自己，提高

科学常识的普及程度，增强人们的防灾减

灾意识，尤为必要；甚至，你也可以以“末

日预言”为契机，让2012年成为一个灾难

教育年，让人们更加敬畏与爱护地球，更

加珍惜自己的生活和身边的亲人。

事实上，相比电影中用科技手段炮制

的末日幻景，有一些威胁离我们更近更真

实，比如那“蓝天”下的灰霾天气，比如被

污染的土地中种出的镉大米。这些并非

不可避免，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

也 许 ，你 可 以 再 去 看 一 下 那 部

《2012》，事实上，与其说它是在渲染末日

的灾难，不如看作是对人类社会的一次提

醒，提醒我们不要忘了那些最基本的品质

与理念：平等、团结、互助……若始终不丢

掉这些，人类终会战胜自然，社会终会大

踏步前进！

要认真生活，
不要末日谣言

王子明

进入新年，去年年末曾引起广

泛关注的“限广令”开始执行。1月

2 日记者于黄金档（19 时至 21 时）

观察数家卫视发现：电视剧中插广

告虽被清零，但两集之间的广告时

长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电视台

在两集间插播的广告甚至大大超

出广电总局规定的12分钟上限。（1

月3日《潇湘晨报》）

你禁止在电视剧中插播广告，

我就“堤内损失堤外补”，将“剧中

广告”挪到“集与集之间”，结果

呢？“剧中广告”100%没有了，但“集与集之

间”的广告拉得“长而又长”，这叫“你有政

策，我有对策”。

作为广电总局，你电视台对“限插令”

100%执行了，应给予肯定；而你又冒出一个

“集与集之间”的广告拉得“长而又长”，那

我再来一个“限时令”——不妨一律规定

“限定在2分钟以内，违者重罚”。

作为电视台，“电视剧广告”应该告别

“粗放经营”，告别“同一商家广告于同一时

间段连做五六次”，而应该走集约化的“精

品之路”：一者，对每一则广告内容及其表

现形式，都要精心设计，尽可能“耳目一

新”，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二者，“功夫

多在广告外”，某电视台与广告客商搞“广

告抽奖”，不失为一种有益尝试。更要紧的

是“三者”，电视台应舍得花本钱引进高端

人才做好广告策划与制作，力求“以少胜

多”且“以精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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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电视剧广告”须有“对策的对策”
非常道
feichangdaoF 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不潜规则就得罪人。”

——王树静律师说，前中超公司董事

长杨一民曾多次当面拒绝过送来的钱

财。但人毕竟处在社会中，不可能完全绝

缘。当大环境出现问题，个人很难把握分

寸。

“新年了，你需要一个男友应付家人

吗？我需要钱，而如果你需要一个‘男友’

的话，那么我们合作吧。”

——近日，淘宝网一个贵阳卖家在商

品说明上打出这样一句话，并标出了9元/

天的起步价。

“楼是自己的，货是别人的，价值是外

界估算的，大家爱说多少是多少！说 100

亿也没关系！”

——面对豪宅门，赵忠祥看得很开：

“这把年纪了，我也是眼见无数事儿、看遍

人生沉浮了。”

星 雨

金戈

黑龙江五常大米

最高售价可达每斤199

元，但是当地稻农卖给

加工企业的收购价却

不足2元。记者采访得

知，每斤大米的加工成本约为0.2元，加工

企业通过设置不合理订单控制稻农压制

收购价，以致稻农和企业获利悬殊。（本报

今日12版）

面对丰收的年景，稻农也不一定能

够获得相应的收入，谷贱伤农的情况也

是时有发生的。农民粮食收割后到底能

卖多少钱取决于两个因素：产量和粮价，

最终收入是二者的乘积。因丰收而谷贱

伤农的事情早在叶圣陶先生的短篇小说

《多收了三五斗》里就有所反映。

而五常的农民之所以没有能够获得

相应的收入，在于遭受到当地企业的联

手盘剥。多数企业不是用高价格和守信

用来拴住农民，而是用“非常手段”来控

制住稻农与其续约，将市场风险转嫁给

农户。而稻农不是不知道五常大米的销

售暴利，只因缺乏法律知识，经常会落入

加工企业精心设计的合同陷阱。

而作为相关管理机构，五常稻米产

业管理中心（同时也是大米协会），却口

口声声表示“统一行使对稻米市场的引

导和管理、带领企业闯市场”，而对稻农

利益只字未提。记者几次联系五常市委

市政府有关主要领导，电话里均表示很

忙，没时间谈这件事。并且五常市一位

副乡长透露，五常年产25亿斤水稻，如果

一斤稻多为稻农争取1角钱的话，每年就

可为稻农增收 2.5 亿元。但没人愿意去

做。

不过，另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是，当某

地农产品滞销时，一些地方官员常常亲

自出面为农户吆喝。例如，河南南丰“县

官”组团帮农民吆喝卖蜜橘。重庆猪肉

消费量下降近 20% ，农委官员吆喝卖

肉。陕西渭南各级政府组织人员四处推

销芦笋。陕西延安宜川县云岩镇副镇

长，在微博上替农民吆喝卖苹果。

出现这种现象，绝大多数官员是真

心为民，将老百姓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

情，这样的行为实在是难能可贵。当然，

某些以农业为财政根本的地区，农产品

滞销无疑给地方财政致命一击，也影响

到自身的进步升迁，官员不得不出来替

农民吆喝，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与此相反，五常稻谷收购价不

足 2 元，而市场售价可达 199 元，其中的

巨大差价被相关企业吞噬了。作为五常

当地官员却视而不见，不为农民权益吆

喝何故？也许，当地的财政收入有保障，

自身的工资收入有保障，自身的政绩有

保障，谁也不想得罪这些无视商业规则

的企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甘心做“太

平官”。

《汉书·食货志上》：“籴甚贵，伤民；

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

地方官员不能坐在既有的成果基础上“睡

大觉”。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最终

吃亏的不仅是一个地方的财政收入与政

绩，更事关整个国家的大局。地方官员

在三农问题面前不能甘当“太平官”！

五常官员为何不为稻农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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