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诩“世界首善”的陈光标闹出
了一个国际笑话。“冰桶挑战”游戏
去年风靡全球，一向爱凑热闹的陈
光标不仅参与了，而且创造了一项

“纪录”，相关视频显示他在冰水中
浸泡了30分钟。陈光标由此发起挑
战，有人若能打破他的“纪录”，他将
捐款一百万元。对于陈光标这个壮
举，很多人一直存有疑问，在医学专
家的连番炮轰乃至实验证伪之下，
陈光标终于承认了自己的造假行
为。一个财富精英竟然在慈善活动
中弄虚作假，真是刷新了造假界的
底线。

陈光标造假的动机不外乎空手

套白狼，不花钱也赚个吆喝。明着悬
赏百万，其实暗里做了一个局，常人
见了会知难而退，真有不正常的人
出来挑战也是肯定要输，甚至死得
很难堪。这种伎俩不要说搞慈善不
允许，就是赌场也容忍不了这样无
底线的出老千。如果不是有医学专
家出面揭露真相，陈光标也许还真
的就蒙混过关了，他不仅没有在“冰
桶挑战”中奉献爱心，还给可能存在
的挑战者或者模仿者设置了一个凶
险的陷阱。这样的“首善”近乎于大
恶。

以陈光标的实力，也不是拿不
出善款，即便不掏一百万元，多少还
是能意思一下的。陈光标之所以要
公然造假，可能是这些年吃白食吃
惯了。陈光标在慈善界暴得大名，很
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善于炒作，经常
玩些不花钱也办事或者花小钱办大

事的“行为艺术”。当年，莫言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很多人都想靠前蹭广告
却急于找不到门道。唯独陈光标别出
心裁，豪言要送莫言一套五千万的豪
宅，这样的盛情不出意外地被婉拒了。
大富豪一分钱不掏就揩了大文豪的
油，其实就是拿准了文人的清高。与此
类似的，还有陈光标送给记者的“移动
别墅”实则帐篷一顶。

如果说以前的炒作还算无伤大
雅，而这次拿“冰桶挑战”作假实在
是太没节操了。“冰桶挑战”不是普
通游戏，而是对“渐冻人”的郑重承
诺。既然是承诺，就要言而有信，作
假行为不仅关系到金钱欺诈，也会
带来信誉流失。一个连慈善都要作
假的人，还有什么道德底线是他不
敢逾越的呢？如果不是在今天的中
国，像陈光标这样公然造假的企业
家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信誉破产，

随之而来的便是万事不顺，借不到
钱，卖不出货，生意伙伴和客户都会
敬而远之。

陈光标从“苦孩子”走到今天殊
为不易，也许就是异常艰苦的环境
塑造了他爱耍滑头的做事风格。他
以前的慈善行为虽受质议，多数人
还是抱着“水至清则无鱼”的心态宽
容他的狡黠，即便连捐赠“注水”这
样的事情也都一笑而过了。但这次
陈光标玩过头了，无论他是“中国首
善”还是“世界首善”，今后公众看待
他的眼光只有深深的怀疑。尽管陈
光标之前一直混得风生水起，但是
只要整个社会越来越看重诚信，像
他这样的人将一步步失去市场。陈
光标的国际笑话，应该引起精英阶
层的警醒，无论是财富精英、知识精
英，还是政治精英，一旦越过诚信的
底线很可能掉进人生的“冰桶”。

陈光标的热“冰桶”让人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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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连慈善都要作假的人，还有什么道德底线是他不敢逾越的呢？陈光标的国际笑话，应该引起精英阶层的
警醒，无论是财富精英、知识精英，还是政治精英，一旦越过诚信的底线很可能掉进人生的“冰桶”。

拆除违建不能“打白条”

□钱夙伟

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一新建房屋
涉嫌违建侵权遭投诉，南宁市规划管
理局经调查认定确属违建后下文责令
拆除。然而，政府8年10份“拆除令”，

“最牛违建”依然“屹立不倒”。（3月19

日《北京晨报》）
这么多文件都下了，可为什么就

是拆不动呢？对此，当地政府相关负责
人表示，“强制拆除是最简单的，但考
虑到城区面上的工作，将根据相关规
定选择合适方式进行处理。”不知到底
是什么样的“合适方式”，如果有，何以
历时8年都没有“选择”？既是违法建
筑，就必须及时制止并依法拆除，否则
必然会有更多的人效仿。

10份拆除令成了执法的“白条”，
凸显出监管部门执法的软弱乏力。其
实，违建本身就是有关方面监管缺位
造成的，违建的“拆除难”，同样是因为
监管的无所作为。而无所作为只是表
象，根源在于监管的不想作为。何以不
想作为，或是不敢得罪人，或是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或是这当中有着利益的
纠葛。“最牛违建”8年“屹立不倒”，倒
下的是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意识，受伤
的是法律的公正和威严。

□崔滨

从仇和事发后，《南方周末》迅
速汇总出观察其执政历程的数万字
报道旧稿之细节，便可窥见仇和的
仕途，从起步之初便充满争议，历经
十余年，江苏、云南辗转千里，从未
平息。

就像《长江日报》评论员李杏点
出的：“很多时候，很多的人，其实期
待中国官场出现更多政治能人，表
现强势、铁腕，雷厉风行，能搅动保
守氛围，打破常规，敢想敢做，某种
程度上，这些想法折射于仇和身上。
而我们的政治环境，也在潜意识里
鼓励这种‘成大事不拘小节’的风
格。”

所以，仇和自己也说过的，“我
是被一路举报，但是我的仕途却是
一路惊喜。”

但就像《北京青年报》评论作者
段修建提及的，“在单纯追求效率的
年代，强势和铁腕确实能够快速推
动一个地方的‘旧貌换新颜’，可以
快速实现某个阶段的特定目标。但

这种独断专行，不适应可持续发展
和‘新常态’的需要。”

凤凰网评论作者褚朝新，则从
另一个角度提出观点：“观察仇和的
仕途，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其
名满天下的几次改革，都是在当一
把手时，担任副职则相对消停。可
见，仇和的‘仇与和’不是随着阅历
改变而变的，而是与权力大小直接
相关。”

而著名时政评论微信订阅号
“团结湖参考”作者蔡方华，则接力
各家观点，点出了仇和的“死穴”：其
个性施政和大胆改革的政治明星光
环，以及主政一方时对各方资源和
权力说一不二的决定权威，让仇和
在“自负”中迷失，尤其是当他和商
业利益走得太近时，他的权威反而
变成了寻租和腐败的最有力砝码。

本周财新网挖出的原中豪商业
集团董事长刘卫高，就被指与仇和
过从甚密，在其任职过的江苏宿迁
和云南昆明都有地产开发项目，且
屡屡传出“一个人盖了半座宿迁城”

“昆明几乎可以改为中豪昆明”的坊

间微词。
就像东方网评论作者江曾培批

评的，“强硬霸道，正是为了一手遮
天、个人说了算，能够顺利‘照顾’商
人，更多地谋取私利。”

至此，“能吏”仇和的光芒渐渐
熄灭。如何在现代法治环境下，积极
有为施政，激励舆论场从“能吏落
马”中开掘更深的价值。《解放日报》
为此专门组织了三篇评论，其中评
论员彭原对何谓“能吏”的辨析，值
得所有为政者反思：

“荀子云：‘德以叙位，能以授
官’。任用考察干部要德才兼备、以
德为先。因为如果没有了‘德’的支
撑，‘能’就难以保证用对方向。历数
近年反腐中落马的官员，还真不缺

‘能吏’。过不了廉政关的‘能吏’，实
际上就是为官乱为。以一时喧嚣换
长久骂名，如此‘能吏’，‘能’在哪
里？”

而《解放日报》评论作者封寿
炎，则从依法治国的角度继续探
讨：借口“不属法定职责”消极不作
为，固然要不得；但有些官员又走
到另一个极端，只要冠上“改革”之
名，就没有不能干的事情、没有不
能采取的手段，使法治成为一句空
话。由是，“法治和改革相辅相成、不
可或缺。法治是对改革的基本约束，
真改革绝不是‘权力意志’的为所欲
为。”

至此，舆论的喧嚣中隐约浮现
2008年的一幕，时任昆明市委书记仇
和邀请批评他的北大教授姚洋赴昆
明参访。姚洋借向仇和赠书之机，提
醒风头正劲的仇和：避免哈耶克所
说的“致命的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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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公民论坛

强“仇”难“和”
风平浪静地参与全国两会，却在返程前被中纪委带走调查。曾高调

亮相在公众视野中的原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如今又以同样“高调”的
方式落幕。从雷厉风行、铁腕治庸，到东窗事发、黯然落马，仇和身上阴
晴不定的“能吏”光影，让本周舆论场的视线，久久无法从其中移开。

葛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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