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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县委书记话拆迁，激怒教授罢饭局

本报记者连线事件主角—

县县委委书书记记陈陈晓晓平平：：

我我虽虽委委屈屈但但无无愧愧

“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江西省万

载县县委书记陈晓平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说的这样一

句话，被于建嵘发在微博上，迅速蹿红网络。

2日下午，本报记者联系上陈晓平，对此他的态度是“冷处理”，并称“我虽委

屈但无愧”。

11月1日13:03，中国社科院教

授于建嵘微博上的“画家村记事”

内容让大家“耳目一新”：

“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

给七百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

拆老百姓的房子。刚才吃饭，县委

书记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

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

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

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

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

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
而起，离席而去。”

“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

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

么”这一话语迅速被众多网友围

观，并被推荐进入“年度最牛语

录”。

博主的“画家村记事”内容一
般只有几十条上百条的“转发”和

“评论”，换了新内容后“转发”和
“评论”突然一下分别增至4124条
和2690条。评论基本上是“一边

倒”，大都支持于建嵘。

于建嵘：

拆迁拆走了民心

继“怒而离席”的微博之后，于

建嵘又发了两条：“他(县委书记)

认为，我这样的讲座对县里太有负
面影响了。他说，你这样一讲，下面

的干部就不会去执行县委的决定

了。他感到后悔。我告诉他，你不要
认为我会迎合你们，我只讲我自己

想说的话。他说，你这样成不了大

家，没有人敢请你。我说，我从来不

想成为你们所说的那种大家，谁叫

你们请我来呢，我就要说。”

“今天中国的发展，再不能以
拆迁为发动机了。宁愿发展慢一
点，也要把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放
在首位。拆迁可以拆出政绩，可以
拆出高楼，拆出超级富豪，但拆走
了民心，拆走了人权和拆走了这个

民族的未来。就是为了公共利益要
拆迁，也要有公平公正的司法来解

决。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当今中

国社会最大的发展。”

“见证者”：

没想到于教授会发火

于建嵘微博中的“县委书

记”——— 陈晓平，有“亲民书记”之

称。

2009年4月底，香港商报曾经

对陈晓平做过专访———《访万载县

“亲民书记”陈晓平》。

报道称，“陈晓平认为，新时期

的县委书记要把领导发展作为第

一要务，把保证稳定作为第一责

任，把带领富民作为第一任务。

县委书记作为党在一个县内实行

集体领导的核心代表，他的政治地

位最高但是要与人民的心理距离

最近。”

网友“xuelong2312”是于、陈

对话时的一个“见证者”，他说：“午
餐时，于教授和晓平书记进行思想

交流时我在场。我个人觉得思想

碰撞点火花是正常的，但没想到

于教授会发那么大的火，还上微

博说三道四的！于教授不大气，

没风度！”

于建嵘也回击：“我才不要那

种风度！我不是由你们书记养着！

没有他这样的书记我吃得更好！”

陈晓平：

现在情况下要冷处理

2日下午，记者连线正在海口

的于建嵘。

他告诉记者，他是应邀前往万

载县给700多名党员干部讲课的。

讲课的内容是以“社会稳定”、“强
拆”和“征地”等为主题。题目是他

自己定的，并且告知了对方，至于

陈晓平知道不知道讲课的主题，他

不是很清楚。

他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

为江西刚发生了“宜黄自焚事件”。

该事件发生后，江西抚州市曾再三

要求于建嵘教授去上一课，都被他

拒绝了。

于建嵘认为，这样的讲课和呼
吁，比起媒体的批评，官员们更

能听得进去，接受度更高，但是

发生如此大的不愉快是他没有想

到的。

随后，记者又拨通了陈晓平的

电话，当记者亮明身份之后，他停

顿了一下，然后答复：“这几天你先

不要采访我，过几天欢迎你过来指

导工作，我正在开会，谢谢。”然后
马上扣掉了电话。

随后，记者发短信，询问他是

否有委屈，并表示愿意倾听。

很快，他回复：“我虽委屈但无

愧。这种情况下要冷处理。请您配

合。” 本报记者 鲁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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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