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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泽

近日，央视街头采访“最
关心的改革”，有市民以“人民
币真的对不起中国人啊”的回
答表示物价增长快。(新华网11
月11日)

“人民币真对不起中国
人”，市民针对“物价增长过
快”的这一表达，很容易让人

想起最近围绕“人民币越来越不值钱”话题的相关报
道：“与2005年相比，2013年的1000元人民币已缩水至
576元”。

伴随货币的缩水贬值及相应的物价上涨，人们
手中的人民币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实际购买力
下降，当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语境下，感慨“人
民币对不起中国人”，无疑不难理解，也完全符合客

观现实。
必须认识到，人们之所以会产生“人民币真对不

起中国人”的感慨，其背后折射的舆情，其实并不仅
是针对作为一种货币现象的“物价增长过快”而言
的，更是“收入增长过慢”意义上的。道理很简单，在
物价增长的同时，如果人们手中的人民币、腰包里的
收入本身的增长也能足够给力到位，不仅能大大超
越货币缩水贬值的幅度，而且能实现与经济增长同
步，那么“物价增长”并不是一个多么值得牵肠挂肚
的问题。

问题是，目前我们的收入增长状况，并没有达到
这种理想状态。如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7 .7%、而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在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仅增长6 . 8%。
这意味着，前三季度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之间

并没有实现“同步”，后者仍然没有“跑赢”前者。
还应看到，目前统计部门公布的居民消费价格

(CPI)同比涨幅总体上并不算高，如前三季度全国的
CPI同比涨幅为2 . 5%，但其中的一些具体物价指标涨
幅却极为惊人。如在最新公布的10月份CPI数据中，食
品价格同比上涨高达6 . 5%，其中鲜菜价格更是同比
上涨31 . 5%。在这种背景下，对于那些“食品支出占全
部生活支出的比例”(即恩格尔系数)较高的低收入群
体来说，其有限的收入增长没有“跑赢”食品价格、蔬
菜价格的上涨。而这，将直接影响其日常生活质量。

与此同时，虽然总体的居民收入不断在增长，但
我国的恩格尔系数水平却一直并不算低。国家统计
局局长马建堂2012年在《求是》撰文披露，2011年我国
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6 .3%和40 .4%。而按
照联合国标准，只有恩格尔系数低于30%才算得上是

真正的富裕。这预示着，目前我国大多数居民，其实
都并不属于真正的富裕阶层，他们手中的人民币，难
以禁得起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

因此，与其说是“人民币真对不起中国人”，不如
说是“迟缓的收入增长”和“不尽合理的收入差距”难
以自如地应付生活需要，其背后折射的是人们对目
前收入增长和分配状况的一种焦虑不满情绪和心
理。要想平抚消弭这种焦虑，根本出路在于尽快全面
启动并加速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进程，根本扭转长期
以来“居民收入增长不给力”和“差距悬殊”的现状。
一方面，既要尽快充分兑现“两个同步”承诺，努力实
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推动“发展成果由
全体人民共享”；另一方面，又要真正做到“着力提高
低收入者收入，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在福州地铁屏山站建设过程中发现了2200年前
闽越古城遗址，考古收获颇丰。然而，“按上级安排，
屏山地铁站考古将在11月30日截止，届时考古发掘
不管进行到哪里，都将全部中止，还没有发掘的部
分遗址，将不再发掘。”福州市考古工作队有关人士
向媒体透露。（11月12日《中国青年报》）

按照目前情形，闽越古城遗址全部发掘已经不
太可能了。面对历史文物却不能发掘，还得眼睁睁
地看着文物被摧毁，难道有关方面不知道“地铁晚
一天建也无所谓，而闽越古城遗迹一旦被毁就再也
不会有了”的道理吗？好在国家文物局督察司已经
组织著名考古专家到福州现场考察了屏山地铁站
考古工地，但当地是不是听取考古专家的意见，还
不得而知。

根据《文物保护法》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
程，必须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
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众所周知，在经济建设中，文物保护发掘工作
经常被边缘化，面对文物被毁，让人痛心疾首，这是
人类的悲剧，也是文明的悲剧。我们应该发展经济，
但不能把发展经济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文物保
护优先”必须成为经济建设中的通行原则，我们期
待闽越古城遗址的文物保护发掘有个完美结局。

今年4月5日晚上，攀枝花西区格里坪镇和
仁和区福田镇等地，短短4小时时间沿公路一
线，接连出现多处山火。经过一个多月的摸排
侦查，4名犯罪嫌疑人落网，主犯之一的刘通
竟然是攀枝花西区打火队的职工。为了多挣每
场灭火40元的打火补助，他唆使同伙点火20多

处，造成过火面积总计56余公顷的森林火灾。
11月8日，攀枝花市西区法院判处4人5年到10年
不等的有期徒刑，并让他们植树“还债”。(11
月11日《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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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垃圾短信已成为一个让人头疼的问
题，据媒体报道，江苏省手机用户日均接收垃
圾短信总量近1 . 6亿条。（11月10日《新华日
报》）

垃圾短信让人防不胜防，其实早在2008
年，中国电信就已联手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两
大运营商共同签订了《中国互联网协会反垃圾
短信息自律公约》，公约内容明确指出，运营
商未经用户同意发送商业内容属于垃圾短信。
就此应明确三大运营商的监控责任。

然而解决垃圾短信问题涉及技术问题、经
济问题、公民权利等诸多领域，需要联合公
安、工商、新闻、文化、电信等在内的多个管
理部门和单位协同处理。但目前政府部门之间
的沟通始终不够顺畅，最后往往是按下葫芦起
了瓢。

笔者以为治理垃圾短信不能只堵不疏。到
目前为止，管理方面推出的所有手段，都是致
力于“堵”，通过技术手段屏蔽、封锁、过
滤、举报，诸如此类，却并未从垃圾短信产生
的根源上加以疏导，垃圾短信当然会继续猖
獗。

如果把手机看成一种媒体，那么手机垃圾
短信则可以看作某种广告。短信具有传播的特
质，能起到某些其他媒介达不到的宣传作用，
由此来看，垃圾短信的存在不全是没有道理

的。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为什么不能给垃圾短
信这种广告限制一个播放时段呢？

其实，早就有其他国家那么做了。如德国
2003年通过的《联邦反垃圾邮件法案》规定，
任何机构向用户发送推销商品和服务的手机短
信，都得经过用户的书面同意，而从21时至次
日8时发送的广告需再次征得用户同意。并在
这种短信上注明“广告”字样。笔者以为这种
思路可以借鉴。给垃圾短信一个限定的投放时
间段，而看不看短信则由手机用户自己决定，
至少可以有效杜绝欺诈短信。

顺着这个思路，通信运营商也可以为用户
提供设置服务，让用户自行设置“黑名单”或
“白名单”，给用户以选择权，这可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不需要的垃圾信息。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建立商家、运营
方和短信接收方的利益共享机制。垃圾短信作
为一种广告推销，可以加以规范和引导，但必
须以尊重消费者的需要为前提。对接受信息的
人，运营商应有一定的利益补偿，如赠送话费
等。这样能既能节约商家推广成本，又能给短
信接收方带来切实的好处。

总而言之，手机是一种新媒介，人们在对
短信进行治理时，需要注意“不能把孩子同洗
澡水一起泼掉”，而应该给垃圾短信一个名
分，注重疏导，这样效果肯定更好。

据新华社电，投资千万元的公园为了给五星
级酒店项目“让路”，尚未建好就被毁掉，记者
在河南省新野县采访“毁公园建酒店”时发现，
短短3年多的时间，新野县因重复建设毁掉的新
建项目就多达5个，总造价超亿元。

长久以来，由于干部政绩考核偏重经济总
量、发展速度和规模的考核，使得某些官员“唯
GDP至上”，不少政府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
程，既可以吸引眼球，又可以通过投资拉动
GDP，致使“短命工程”频现，让人唏嘘不已。

在工程项目的一拆一建下，其中工程承包涉
及多少资金，承包项目过程中涉及多少部门，需
要经过多少官员，并且通常拥有决定权的官员又
占少数，权力集中、人员复杂、环节众多，致使
政府工程成为腐败的重灾区。

穷县“穷折腾”，人们直呼政府盲目重建把
大家都“折腾穷”了，此时“相关单位”去了哪
儿，怎么无人被问责？由于问责力度不够，官官
相护，大家睁只眼闭只眼，无人为“短命工程”
埋单。“一届政府一个规划”，领导拍拍屁股走
人，浪费纳税人的真金白银。

要遏制“短命工程”，就要完善政绩考核制
度，加大问责力度，严格追究涉及“短命工程”
官员的责任；公开政府投资工程招投标流程及监
督审批制度，斩断“短命工程”形成的利益链，
让“不差钱”的人为“短命工程”埋单。

经济建设须注意

“文物保护优先”
□ 张魁兴

“短命工程”背后的

政绩冲动
□ 童 琳

治理垃圾短信

不能只堵不疏
□ 钱兆成

重视人民币对内贬值引发的焦虑
□ 张贵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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