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股市出现了一波上涨行
情，很多人开始不淡定了。据称，投
资黄金的大妈们又开始转战股市
了，很多公园晨练的老人不到9点就
收拾行头回家看行情。“躺着赚钱”、

“卖房炒股”等言论也纷纷跳了出
来，股票似乎到了“不炒不行”的地
步。

股市大涨，赚钱效应凸显，有更
多的人和资金涌入股市很正常。不
过炒股并非存银行，有涨就有跌，股
市风云莫测，红绿翻转只在一瞬间，

其中暗藏的风险也是显然易见的。
此种情势下，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
的散播助长了社会的投机之风，一
些人眼见别人赚钱，“砸锅卖铁”跟
风炒股，不仅对实体经济有影响，对
股票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也是有害
的。

众所周知，每个人的风险意识
和控制能力不同，投资理财的方式
也有差异，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炒
股。股民在证券公司开户时都要在
风险提示一栏签字，尤其是创业板
股票等开户流程更加严格，这些其
实都在提示投资人一个简单的道
理，“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目
前中国经济转型还在继续，维持股
市热情的动力将持续多久，难以预
料。

股票涨跌有它的自身逻辑，无
需多言。值得关注的是，每当股票市
场大涨时，社会上总有一种声音，似
乎股票就是“提款机”，“不炒白不
炒”。然而很多老股民心里其实都明
白，在股市中赚钱的其实还是少数，
有的散户被套牢了好几年，刚刚解
套，有的人至今还没有解套。尤其是
在某些个股已经疯涨多日后，此时
的“追涨”无疑是在放大自己的理财
风险，股票市场远远不是“有钱就能
任性”的。

这些天，股市开户人数持续增
加，说明有很多“新人”加入了炒股
的行列。其中难免存在“盲目跟风”
的情况，个别人眼看别人赚钱了，
心里按耐不住，也想“捞一把”。这
些人因为缺少股市投资的经验，容

易“追涨杀跌”，成为庄家赚钱的
“炮灰”。因此在炒股热潮下更需
有理性的投资心态，不能不管不
顾、一哄而上。天下没有稳赚不赔
的市场，股民尤其是新股民在进
场加仓之前，对风险也应有理性
的预判。

曾经，一些“大妈们”在某些专
家的“劝说”下去买黄金，如今，黄金
市场黯淡了，“大妈们”又被“鼓动”
去开户炒股。“进场即赚”、“收益翻
番”，这些吸引眼球的字眼让人很难
不心动。然而只要是投资就会有风
险，尤其是中国股市，暗藏的风险更是
被无数散户用“血泪”证明。面对可能
即将到来的“股疯”热潮，投资者需要
学会“防忽悠”，努力保持清醒的头
脑。

股市大涨，有钱就能任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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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炒股热潮下更需有理性的投资心态，不能不管不顾、一哄而上。天下没有只赚不赔的市场，股民尤其是新股民
在进场加仓之前，对风险也应有理性的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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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观察

“吃喝干部”复出
何必偷偷摸摸

□姚明胜

有网友爆料，去年8月因公款吃喝
问题受处分并被免去龙胜县县委书记
一职的唐天生，今年10月获得了桂林
市食药监局局长这项新的任命。而事
实上，早在3月3日，唐天生就已作为

“局党组书记”出现。（12月4日《南方都
市报》）

唐天生的重新任命，并没有违反
相关规定。公众之所以揪住此事不放，
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问题官员的“复
出”给人一种偷偷摸摸的感觉，整个事
件缺少的不是“程序”，而是一个“交
待”。

不管受处分、被撤职的官员具体
出过什么问题，在一点上都是相似的，
那就是官员曾经的作为引发了人们的
不信任。于是，“复出”也就变成了一个
重新获得信任的过程。比如，要考察其
免职后的思想认识、工作态度等，调查
其进步群众是不是认可；再如，要扩大
公示范围，甚至可以对全社会公示，把
监督权交给公众，由人民群众来评判。

也就是说，只有保证全过程在阳
光下进行，并接受广泛的监督，才能减
少公众的疑虑。尤其在遭到质疑时，相
关部门更应积极回应，决不能以“符合
程序”来搪塞，或是“一问三不知”。

□王昱

《人民日报》一篇题为《国考降
温不是坏事》的短评，将这一现象
与国家正在推行的反腐廉政建设
联系了起来：“一方面，国家以简政
放权、政策扶持等方式，努力营造
鼓励创新、创业的环境，吸引着更
多人才加入创业大军；另一方面，
随着作风建设久久为功、肃贪反腐
持之以恒，权力日益在阳光下运
行，破灭了一些人‘权力通吃’的从
政幻想。国考降温，表明更多年轻
人将公务员视为一种普通职业，这
在理念上是一种进步。”

“金饭碗”的褪色有赖于反腐
行动的助力，对于这个逻辑链条，

《中国青年报》拿出了自家舆情检
测室的统计结果，试图“用数据说
话”，《73 . 6%网民点赞国考降温》一
文中报道说：“有51 . 6%网民认为，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压反
腐’是国考降温的重要原因。‘反
腐’等相关关键词词频为976次。”

不过，既然将舆论空间交给了

网络，对于“国考降温”的态度当然
不会只有点赞。中国江西网的大江
时评就指出，国考今年的“降温”其
实更多是门槛提高所致，并提醒了
国人一个已经被重复过多遍的现
实：“追求职位稳定和有保障的生
活在现阶段还是很多人的共同目
标，因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
健全完善，养老金的双轨制和其他
社会保障更显公务员这个职业的
稳定性和优势。”

质疑“国考降温”不过是海市
蜃楼的，其实并非只有民间写手。
早在国考当天，光明网就打预防针
似的以“光明网评论员”署名连连
发问：“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
结构深度调整的语境下，公务员职
位的溢价效应依然明显。这个时
候，国考怎么可能会降温？”“90后
人群正成为国考主力军，他们在职
业选择与人生规划上，更为个性、
更为理性。于此背景下，仍有140万
人报名国考，这究竟算“降温”还是
热度未减？”

值得注意的是，该篇评论还特

意点出了另一个当下的敏感问题：
“少数舆论将‘国考降温’与‘反腐
升温’、‘官不聊生’等命题关联起
来，要么借此抒发公职人员待遇
低、压力大等牢骚，要么倒逼制度
设计对‘腐败也是生产力’等恶黑
逻辑睁只眼闭只眼——— 这恐怕比
国考温度之争更值得深思。”

在光明网的“苦口良言”出现
不久后，《新京报》也在其网络版专
栏中提出了“国考遇冷，‘铁饭碗’
还吃香吗？”的问题，该文很多用词
与光明网的文章“撞车”，只不过表
现出的语义与前文刚好相反：“从
总体上看，基层公务员虽然经常

‘五加二’、‘白加黑’地加班加点工
作，但近年来工资收入与社会平均
工资的比重却一直呈下降趋势。在
这种情况下，基层公务员报考人数
下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国考到底还热不热，这个问题
已有些争不清了，不过，也有人独
辟蹊径，比如《羊城晚报》刊发的

《国考“双降一升”多少疑问待解》
一文，就是从“一升”看出了与眼下
风气不符的“槽点”：“在简政放权
的背景下，很多行政审批项目要么
被取消，要么被下放，应该说公务
员的总体工作量比以前少了。然
而，这次招录人数却比去年还增多
了，这究竟是何原因？”“每年要招
录多少新公务员的依据是什么，依
据是否合理？”

的确，不管“国考”本身降没降
温，从它引发的一系列“不淡定”看
来，扯上“官”字儿时的舆论温度显
然还没有降下来。舆论尚且不“心
静”，国考想要“自然凉”，怕也不是
容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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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公民论坛

国考冷热
上周末的一场考试着实戳中了媒体的兴奋点：11月30日，2015年度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举行，全国共有140余万人
通过报名资格审查。虽然招考人数刷新历史新高，但报名人数和平均竞
争比都创下近年来新低。“一升两降”的形势似乎在昭示———“国考”终
于降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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