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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日
前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
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
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
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
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惑释疑。经
常上网看看，对领导干部来说确实是
非常中肯的建议，不如此恐怕很难适
应当今的“互联网+”社会。

首先，领导干部学会上网并不
难。随着网络智能化不断推进，上网不

仅方便而且简单，很多儿童无师自通
就学会了上网。现在，大多数领导干部
都有较高的知识素养，学会上网应该
是轻而易举。但是，在现实中又确有不
少领导干部在使用网络时表现得很

“低能”，甚至连一些群众常用的软件
也不会使用。当前，各地公车改革如火
如荼，一些厅级干部没了专车之后，因
为不会使用软件约车、拼车，连日常出
行都成了问题。这样的消息传出来，让
群众觉得很可笑，这些连互联网都不
会用的领导干部，又怎么能指导“互联
网+”的社会。

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在网上表
现得比较笨拙，除了平时对网络的
需求不大之外，另外一个原因是畏

惧网络，不敢触网。这些年，在网络
上曝光了很多官员的不当言行，使
很多领导干部不敢轻易上网，另外
因为“网络暴力”的存在，也迫使一
些领导远离网络。与此同时，群众对
网络的使用却是日益广泛，无远弗
届，他们在网络上社交、购物、娱乐、
创业、理财，已经是“不可一日无网
络”。两相对照，颇有一些“群众已经
过河了，干部还在摸石头”的感觉。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从中央到
地方都很重视互联网经济，“互联网
+”也出现在各类文件和讲话中，但
是要落实“互联网+”，必须要有一批
真正懂网络用网络的领导干部，否
则就会搞成纸上谈兵。只有经常上

网，领导干部才能了解群众所思所
愿，对网民解疑释惑。从另一方面
讲，如果网民知道自己面对的领导
干部经常上网，也更愿意敞开心扉，
提出问题和建议。现在，总书记督促
领导干部上网看看，用意深远。懂不
懂互联网，用不用互联网，今后应该
成为考察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一个
重要指标。

现在有个比较普遍的现象，领
导干部上网往往是只看不说，成为

“潜水员”，这与中央提出的贴近群
众还有不小的距离。引导网络舆论，
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安全，推动
互联网企业发展，都需要领导干部
浮出水面，做劈波斩浪的引领者。

不上网的领导怎么指导“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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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段话，贵州大学校长郑
强和空姐结了“梁子”，前者把后者
说成是“在天上端茶倒水的”，还质
问“我不明白为何民众把空姐看得
如此神圣”。尽管郑校长出面解释，
那段话是八年前说的，自己对空乘
人员充满了敬意，但这并未阻止舆
论的热议。

在笔者看来，自认委屈的空姐
们，也不必对郑校长不依不饶，因为

“空姐为什么要漂亮”的话题，完全
可以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解读。郑校
长表示不懂，只能说他不太懂经济
学罢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同样都
是餐厅服务员，高档餐厅的总体上
比大众餐厅的更年轻更漂亮。一方

面是高档餐厅有这样的需求，将年
轻漂亮的服务员当作高档次服务的
一部分；另一方面也是因其有这样
的能力，能够以较高的工资水平吸
引到年轻漂亮的服务员。

空姐要漂亮，道理也是一样的，
航空业的地位就摆在那里。之所以
我们的空姐比美国的漂亮，一方面
说明美国的美女们可能有更宽泛的
就业选择，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美国
坐飞机更为寻常。其实在郑校长发
言后的这些年里，国内的航空服务
也越来越平民化了，空姐的颜值也越
来越“平庸”了。

必须承认，漂亮也是一种稀缺资
源，会在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并在人
才市场上获得相对较高的溢价，这是
很正常的市场现象。所以，并不是什么

“民众将空姐看得神圣”，而是因为包
括郑校长在内的乘客们，大多乐意为
美丽支付溢价。

从经济学看，“空姐”就是要漂亮

钢厂、化工厂被腾笼换鸟搬
迁走了之后，留下的笼子是一个
毒笼子，但地方政府迫不及待地
把新鸟装了进去。

曾在常州外国语学校采访
“毒地”的记者于达维，如此形容
这所学校的兴建。通常而言，要
给“毒笼子”消毒，少则要一两年
时间，多则要三五年时间。对于
任期有限的地方官员来说，花那
么多时间做基础工作，总不能留
给下届领导摘桃子。

美国一些大学专门制定了
《室友生存指南》。注意，用的是
“生存”一词，这个词还有“幸免
于难”的意思。

在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王禄生看来，大学生来源多样，
室友间价值观、生活习惯差异显
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此前并未

与外人共同生活过，发生冲突不
可避免，甚至会以生命为代价。
正因如此，学校在规则制定、心
理引导等方面，是责无旁贷的。

针对一些轻微违法行为的
执法，动辄引来鱼死网破的反
抗，是否可能在经济和社会管理
政策上另有问题？

专栏作家吴戈认为，执法者
通常有种偏好，高度警惕公民自
行使用任何暴力，哪怕公民为此
只能遭受侵害也在所不惜。因
此，立法者制定规则时，就应极
大减少公民受到暴力侵害的情
况。否则，公民一面频遭暴力威
胁，一面严禁自力救济，这是会
出大问题的。

葛一语中的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评论员观察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从中央到地方都很重视互联网经济，“互联网+”也出现在各类文件和讲话中，但
是要落实“互联网+”，必须要有一批真正懂网络用网络的领导干部，否则就会搞成纸上谈兵。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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