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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守财”是一道社会命题

1068个会可以“砍”掉多少

隔张枫逸

收入在增加、财富在增长，国
人手里的钱包却攥得更紧。家住
北京市房山区的郭先生没别的爱
好，就爱看存折的数字往上涨。他
不买衣服、不抽烟、不喝酒，就连
给老婆买件15元的衣服也算“小
小挥霍”。近年来，这个工薪家庭
靠省钱买下了4套房2辆车。

“看到金子，占有金子。”19世
纪30年代，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
学大师巴尔扎克在其名著《欧也
妮葛朗台》中这样描写他的主人
公。这也成为人们关于“守财奴”
最基本的印象。时光穿越近两个
世纪，在物质丰富、生活水平逐渐
提高的今天，许多普通中国百姓
反倒越来越不敢花钱。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国
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
一直居世界前列。

诚然，国人素有“勤以持家、
俭以养德”的传统，然而物极必
反，不买衣服、不回老家、不敢消
费，对自己和家人吝啬到无以复
加的地步，种种表现已经大大超
出了理性范畴，衍生出一系列新
的问题。公众手中财富的积累，并
未转化为生活质量的提高，消弭
了收入倍增计划的政策善意；恐
归等现象，造成了家庭成员之间
的矛盾纠纷，给社会埋下了不稳
定因素；消费者持币惜购，阻碍了

“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影响了经
济社会发展。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
式的权利，但当做一个“守财奴”

成为广大老百姓最现实、最朴素、
最本能的选择时，这就不仅仅关
乎生活态度，而是成为一道重要
的社会命题了。

中国式守财体现了国人对于
未知风险的不安全感。明天，我们
不知道工资涨幅是否会被CPI越
拉越远，几个月的收入才能买一
平米的房子，孩子上学老人住院
又要花多少钱……为了应付太多
可能发生的支出，人们不得不做
预期性的储蓄，“手上有钱，心中
不慌”。前不久“月薪多少会让你
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的话
题引发社会热议，在月薪“开源”
的同时，“中国式守财”体现的“节
流”思想，何尝不是惶恐的另一重
写照？

然而，小说中的葛朗台先生

可以半夜里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密
室，“爱抚、欣赏他的金币，放进桶
里，紧紧地箍好”，现实中的中国
式守财却并不能真正守住财富。
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银行储蓄
的实际利率过去几年长期为负
数，老百姓虽把钱紧紧地攥在手
中，财富却悄悄地从指缝中无形
溜走。

破解“中国式守财”这道社会
命题，需要政府拿出大智慧。稳控
房价物价，完善教育、医疗等社会
保障，引导民间资本合理流动，从
而帮助守财一族减压，给予他们
信心。金钱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
人生的目的。只有敢于无所顾忌
地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百姓
才能活得潇洒一点，社会才能轻
装前行。

央视《感动中国》中介绍一
位河北大姐多年来自己收养残
疾儿童，并自费盖起了教室、宿
舍，办起家庭学校，前后收养教
育了130多名残疾孩子，却只能
靠自己在集市卖菜供养这一切，
艰难而又悲壮。不禁让人疑问：
民政部门、妇联、残联、政府都哪
里去了？

——— 夏骏(文化工作者)

不久前一位朋友到欧洲走
了一圈，她发现那边的情况是：
青年人在打球，中年人在喝酒，
老年人在工作。欧洲的债务问题
其实是福利债，因为福利太过优
越，年轻人也就少了奋斗的积极
性。由此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坚信
中国大有前途，国人的努力正是
经济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

——— 王树彤(敦煌网CEO)

新闻：小强又偷了哥哥的钱
去上网，家里人发现后便教育了
他。妈妈吓唬说：“再去上网就挑
断脚筋手筋。”小强不满妈妈说
狠话给父母哥嫂下毒。从案发到
承认投毒前，小强一直在照顾农
药中毒的家人。小强说这样做是
为了不让人怀疑是他下的毒。
(四川新闻网)

点评：孩子是一面镜子，他
们的所作所为是父母日常行为
态度的投射。

新闻：赵慕鹤75岁当背包
客，畅游欧洲；93岁到医院做义
工；98岁硕士毕业。100岁他的书
法被大英图书馆收藏。数月前他
还出了一本自传，成为畅销书作
者，他几乎“逆着时钟”生长。(中
国新闻网)

点评：爷，您让年轻人情何
以堪？

新闻：在刚过去的春节里，
河南省周口市的农村复坟成风。
据估算，去年被强制平掉的200

多万座坟，约有一半以上已经恢
复，以便后人祭奠。不过，据记者
昨日调查，这些被恢复的坟头，
很可能将再次被强制推平。(南
方新闻网)

点评：强制只能推平土堆，
不能推平民心。

新闻：广州将在3月中下旬
启动南沙新区领导干部重大事
项申报公示试点，申报内容不仅
含有领导干部的房产、汽车等财
产信息，还包括个人出入境情
况、配偶及子女从业情况。纪检
监察部门制定了相关配套制度，
对申报情况进行抽查，对申报不
实者进行处理。(经济之声)

点评：房产都不让查了，公
示的公信力能有多少呢？

据新华社报道，沿海一省份
某厅局负责人因不堪忍受会议过
多，让人统计涉及厅局相关工作
全年的开会数量，统计结果令人
震惊：1068个！一年1068个会议，
这个厅局的人员每天就要参加近
三个会议，厅长不够副厅长顶，处
长不够副处长顶，怪不得开得会
议召集者自己都受不了。

所谓文山会海，政府部门会
议数量之多，早已妇孺皆知。由于
没有具体的数量统计，公众已近
乎“审丑疲劳”了。现在一个厅局
一年竟有1068个会议之多，这样
的统计数据曝出，还是让人着实
震惊了一下。讽刺的是，这个厅局
还不是所谓的“最重要部门”，否

则，估计开会数量还得“涨”。
这1068次的会议数量刺人

眼球，但更值得追问的还是会
议质量。不可否认，开会本就是
官员们的一项重要工作，无论
是研讨还是部署，一定的会议
必不可少。如果这些会议都开
得务实高效，再多一些也无可
厚非。问题在于，其中有多少是

“听人念稿子或自己念稿子”之
类的会议呢？上级政府部署工
作，下了文件还不够，总喜欢召
集下级官员一起念稿听稿，这
样的旧习积弊，得改一改了。

与“一年1068个会”相伴相
随的，不仅是行政效率和办事
质量大幅降低，还必然存在腐

败浪费。很多空泛的会议，官员
可以腻烦可以睡觉，昂贵的会
议支出却一分不少需要纳税人
埋单，而这些钱原本可以用来
改善民生，做很多的事情。有笑
话说，秘书去掉领导会议讲话
中的空话套话假话，精简下来
的真话实话只有一句：会后去
三楼会餐。借开会公款吃喝是
公开的秘密，还有借会议公款
旅游的，内部会议偏要跑到外
地风景区的酒店去开，顺带拿
点纪念品的，都屡见不鲜。

中央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
要求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
会风，“不开泛泛部署工作和提
要求的会”，“提高会议实效，开

短 会 、讲 短 话 ，力 戒 空 话 、套
话”。对照这一要求，该厅局“一
年1068个会”可以“砍”掉多少？
全 国各地 又 有 多 少 会 是 可 以

“砍”掉的？又有多少“空话、套
话”把短会拖成了长会？

为此，政府部门或许都可效
仿，统计自己参加的全年会议数
量乃至内容，像公布三公经费一
样对外公开。让人看看这些会议
到底都研究了些什么问题，哪些
开得应该，哪些早就该“砍”掉，借
助舆论的力量倒逼会风改革。改
进会风的根本目的，当然不是减
少会议的绝对数量，但“砍”掉更
多可有可无的会，则是必须的。

(原载于《新京报》，有删节)

@老鬼阿定：《新白娘子传奇》、
86版《西游记》、《亮剑》、《还珠格
格》等电视剧毫无悬念地上榜。
这些剧都是寒暑假常客，有些播
了几千次，纪录还在不断被刷
新。其中《亮剑》一部剧就被重播
了3000次。
@HJX_Ming：重播的都是经典。
@贝壳way：亮剑果然亮了。
@天涯倦客580：不统计还真不
知道有多疯狂！
@安诺 0 9 2 2：春节想看《甄嬛

传》，结果打开电视果真有，以为
是幸运，结果发现任何时间打开
电视，都会找到。
@咪蜡one：甄嬛传从开播到现
在就没有歇过，这个台完了，下
一个继续播。

浮光掠影

媒体观察

经济军令状

新闻回放：全国31个省政府
工作报告相继出炉，2013年的部
分国民经济发展目标中，24个省
份将今年GDP增长目标定在
10%及以上，20个省份将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目标设定在20%及
以上，物价涨幅基本控制在5%、
4%、3 . 5%三档，以3 . 5%居多。

《现代快报》评：习近平总书
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样的奋
斗目标最值得期待。

在这种语境下，实在不该全
力追逐GDP目标。而应该按照人
民的意愿迅速、全力展开民生工
程，让民众住有所居、学有所教、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贫有所济。
GDP崇拜是时弊，淡化GDP色彩
成为主流认识。2012年12月，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
2013年经济工作时指出，“要以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
心”，外界普遍将其视为淡化
GDP指标的信号。何以中央淡化
GDP色彩，地方却反其道而行
之？我们要问，经济回暖，把民生
蛋糕做做大不是更容易吗？为何
不再立一份“民生军令状”呢？

《钱江晚报》评：官员们铆足
劲了往高里报，如果纯粹是为了
争口气倒也问题不大，最多只是
年终到了，兄弟省份坐一块比一
比脸上挂不住而已，可是中国的

官员是有权力动用资源将真金白
银投进去的。民营资本不敢投，没
关系，私有资本缺，国有企业补，
多建几条路，多拆几幢楼，多卖几
块地，多整几个大项目，财政背不
动还能举债，政府还不缺让钱投
下去的办法。官员说要发展得快
一点，那一定是心里有底的，比如
投多少钱才能带来这么快的发展
速度，官员心里都有一本账。

历年的增长目标，还很少有
完不成的，超额完成的倒有不
少。所以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到
了年终，各个省一定能把任务给
完成了。钱扔下去，总能砸出水
花来，实在不行，房地产也是一
根救命稻草，这个门一开，立马
百业俱兴。只要GDP是只会下金
蛋的鸡，那官员一定会想尽办法
把这只鸡榨干为止。

康菲复产

新闻回放：2月16日是节后
首个工作日，国家海洋局网站也
选择在这一天发布消息称，康菲
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已取得蓬莱
19-3油田总体开发工程和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核准文件。国家海
洋局同意康菲公司逐步实施恢
复生产相关作业。这距离2011年6

月康菲公司负责开采的蓬莱19-
3油田发生大规模溢油事故，已
经过去了一年半多的时间。

《南方都市报》评：时至今
日，无论是天津还是青岛的海事
法院面对当地渔民提出的诉讼
请求，均无一立案。随着越来越
多的渔民不得不在当地政府的
劝告下接受赔偿金，基于司法途
径解决生态索赔的渠道也在变

得越来越狭窄。并且，必须指出
的是，康菲公司方面对于责任的
逃避沿袭了跨国公司固有的传
统，通过强化与政府部门的沟
通，满足渔民在资金上的需求，
最终摆脱了修复溢油事故带来
的生态灾难的长期责任。

造成这一赔偿格局的原因，
既可以归咎于国家海洋局的不作
为，也涉及到民间环境NGO（非政
府组织）在数据采集、司法诉讼等
专业能力上的太过薄弱，但从制
度上切入，更应该看到目前生态
维权在法律上的严重空白。更让
人悲观的是，蓬莱溢油事故发生
之后的一年半多时间里，由此带
来的制度建设和修补始终未见动
静，只有像一些公益基金会成立
之类的零星弥补措施浮出水面，
但后者成立的意义显然无法撼动
法律制度对于受害者的桎梏。

《长江日报》评：康菲公司有
没有痛彻反思，会不会只是以简
单整改换取生存空间？从溢油事
故后康菲的一系列表现看，其态
度倨傲，我行我素，不思整改，敷
衍塞责，被调查组专家指为负有
三宗罪，“有章不循”、“自负自大”
和“毫无责任心”。有了这些“前
科”，人们该怎么相信康菲态度的
急转？

对康菲来说，仅仅整改和赔
偿显然不够。《海洋环境保护法》
第91条明确规定，对造成重大海
洋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
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
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康菲溢油事件已经构成公私财
产重大损失，是不是该追究康菲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难道因为整改和赔偿就能免去
其他责任？

新闻聚焦

重播神剧

当做一个“守财奴”成为老百姓最现实、最朴素、最本能的选择，这就不仅
仅关乎生活态度，而是成为一道重要的社会命题了。中国式守财体现了国人对
于未知风险的不安全感，这需要政府拿出大智慧，稳控房价物价，完善教育、医
疗等社会保障，引导民间资本合理流动，帮助守财一族减压，给予他们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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