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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读人

7602名选手中唯一的官员

6月6日下午，杭州电视台二楼排
练厅。

劲爆的音乐声响起，打扮入时的
帅哥靓女扭动着身体，青春洋溢。

两天后，《天籁之声》杭州赛区60
进15比赛将拉开大幕，这是全国决赛
前的最后一次PK。正在排练的开场
舞，关系到评委的第一印象，没人敢
懈怠。

排练厅的角落，6532号选手赵书
锋一言不发地站着，劲爆的音乐让他
不知所措。虽然上午的时候，他曾尝
试加入排练队伍，但跳了没几下就大
汗淋漓，这和他年
轻时跳的民族舞
差距实在太大了。

导演也发现
了这位选手的不
自在，在一群帅哥
靓女面前，穿着T
恤、西裤、皮鞋，胸
前口袋别着钢笔
的赵书锋，沉默地
躲在角落，就像是
一个陪考的家长。
4 6岁的他很难走
进这群年轻人的
世界。

他也不愿与
活力四射的年轻
人同台竞技，报名时，赵书锋一度打
算放弃，“我一个老头子，不想让别人
笑话。”

但最终赵书锋交上了报名表，这
位7602名报名者中唯一的官员，舞台
上的身份是6532号选手。

虽然导演说，选秀舞台来了位局
长，属于“可遇不可求”，但赵书锋在
蹿红前并没有什么征兆。

初赛时，为了能引起评委的注
意，赵书锋特意准备了一段山东方言
的开场白，他推介了一番家乡的资
源，并向客商发出了投资邀请，预判
评委听完应该会觉得亲切，可两位评
委并没有搭话，甚至连头都没有抬一
下。赵书锋只好自顾自地唱起了《西
部放歌》，声音高亢嘹亮，一曲唱罢，
评委这才回过神。闲聊中，评委问他
在杭州的工作情况，刚来招商一个月
的他用方言回答：“压力大。”

视频播出后，赵书锋的局长身份成
了新闻热点，媒体的报道中，他被称作

“选秀局长”，是“为招商引资来选秀”。
一同比赛的选手还在憧憬着成

名梦，赵书锋已然变身网络红人，他
获得了很多选秀明星才有的待遇，微
博上出现了“选秀局长粉丝团”，粉丝
数超过5700人。

当粉丝们忙于纠正播音员“莒”
字读音的时候，赵书锋正在浙江省内
接洽老板，“主动要求来招商，没有效
果，回去怎么跟领导交代？”

一度“很狼狈，想退出比赛”

千里之外的单位领导也关注着
赵书锋，网络上关于“选秀局长”的报
道，让他们感到了压力，“他爱好唱
歌，选秀是他的个人行为，单位不干
涉，但我们没有给他招商任务。”

实际上，赵书锋更想知道领导对他
参加选秀的看法，“希望他们能给一个
指示，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你什么态度
告诉我一声”，结果领导什么也没说。

似乎双方有一种默契，电话沟通
工作的时候，都不提选秀的事。“没想

过跟领导解释，越抹越黑。”
在陆续接受2 0多个媒体电话采

访后，赵书锋意识到，这次选秀和以
往参加的歌唱比赛不一样，“没想到
官员身份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他一遍遍地澄清，参加选秀只因
爱好唱歌，不是为了招商，而压力大
则由于“刚来外地比较孤单”。

外界的评论仍在继续，有人说他
作秀，有人说他炒作，这让爱面子的
赵书锋觉得“很狼狈，想退出比赛”。
有时，他会反问一句：“快50岁的人作
秀不是太晚了么？”

赵书锋关于唱歌的回忆都是美
好的。当过20多年音乐老师的他，见
到路边拉二胡的，会忍不住走上去唱

一段。同村人说他唱歌有瘾，大小歌
唱比赛一个不落，奖品没少赢。“没法
律不允许官员唱歌，官员到卡拉OK
唱可以，到电视台唱就不可以了吗？”

6月2日这天，赵书锋如期出现在
200进60的选秀舞台上。

依旧是衬衫、西裤、皮鞋，但这
次，他在自我介绍中，只报了名字和
家乡，只字不提招商引资。站在舞台
上的赵书锋，被评委评价为“像个木
墩”，可当《卖豆腐》的音乐响起时，他
立即随着音乐扭动了起来。赵书锋很
想知道，观众和评委对这首原创歌曲
的反应，表演时眼睛本不该斜视的
他，忍不住朝人群中瞥了一眼，“大家
都关注我，有压力。”

“如果退出，媒体肯定问我

是不是因为有压力”

7日上午，当女儿走进高考考场，
迎接人生最关键考试的时候，赵书锋
正引吭高歌，排练他的保留曲目《小
白杨》。

按照赵书锋原来的计划，女儿高
考期间，他应该赶回临沂陪考，给孩
子一点鼓励。

他考虑过退赛，回家待上三天，但
最终他只发了一条微博，“如果退出，媒
体肯定问我是不是因为有压力。”

赵书锋现在会不自觉地考虑媒
体对他的看法。他这两天看网站，发
现媒体评价他选秀以称赞居多，“感
谢媒体和大家对我的宽容，这真是出
乎我的意料。”

看到有的媒体依然质疑他参加
选秀是作秀，赵书锋会忍不住解释，
唱歌是他的唯一爱好，“不唱歌的难
度就跟戒大烟一样，希望大家不要阻
止我。”

赵书锋希望舆论不要再聚焦他
的招商局长身份。“其实官员也是正
常 人 ，饿 了 要 吃 饭 ，高 兴 了 也 要 唱
歌。”赵书锋说，他认识的很多领导唱
功同样不错，但他们不像他那样敢
秀，“可能是面子问题”。

“这只是我研究过程中

很小的一个片段”

在西安，鼓楼广场边上的同盛祥酒
楼，是一家颇具风味的特色饭庄。不只
是当地人，即便是初来乍到的游人，也
常常会选择到这里，尝一尝正宗的羊肉
泡馍。所以，5月27日晚，当报名的网友
提议吃“羊肉泡馍”时，陈里一下就想到
了这里。

这本是一场普通的饭局，但随后的
发展超出了陈里的预想。

“研究‘三农’问题8年，这只是我研
究过程中很小的一个片段。”6月3日，面
对本报记者，陈里介绍，当初之所以萌
生“请农民工吃饭”
的念头，是因为自
己在过去很长一段
时间里都投身于研
究“三农”问题。其
间，他不仅多次走
访各类工地，而且
也曾深入基层搞过
多次座谈会。这次
之所以想到“请农
民工吃饭”，是因为
自己在微博上看到
北京有学者已经这
么做，而自己也觉
得，“吃饭”这一形
式有助于农民工放
松心态，说一些掏
心窝的话。

5月25日，他将这一饭局的邀约
公开发布在了自己的微博上。很快，
一个个陌生的报名信息纷至沓来，以
致他不得不随机遴选8位报名者作为
代表赴宴。

5月27日晚，陈里没有像往常那样
坐到“主陪”的位置。早早赶到酒店的
他，随便找个位子坐下，反倒是晚到的
几个农民工朋友，看到圆桌上只剩了几
个“主要位置”，相互推让了一番谁也不
愿首先坐下。让陈里欣慰的是，“农民工
朋友没有把我当外人”，在“陈叔”的称
呼里，一场完全由陌生人组成的饭局，
很快就像家宴一样随和。

化不开的“农民情结”

出生于河南农村的陈里，对当年的
农村生活历历在目。就在这一次饭局期
间，他还专门购买了路遥的《人生》等书
赠予赴宴的农民工朋友。

对农村生活的永恒记忆，对农村
问题的持续观察，让他始终思考，该
如何为农民和农村尽一份属于自己的
力量。

这样的想法，让他在2004年考取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博士
研究生，师从著名农业问题专家、原农
业部副部长张宝文先生，潜心研究“三
农”问题。

陈里说，一方面，自己研究“三农”
问题是在担任公安厅副厅长之前；另一
方面，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也促进了
他在公安系统的工作。

他说，自己在公安厅负责法制和
监管工作，预防犯罪是很重要的一块
内容。他去年刚刚完成的新著《经济
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原因研究》，恰
恰是从犯罪学的角度，寻求预防农民
犯罪的路径。

陈里动情地向我们讲起一个真实
的故事，一位农民父亲，儿子考上了
高中，想要一辆自行车，可儿子第二
天就要开学了，父亲仍没有凑够买自
行车的钱，一念之下，他偷了一辆自

行车。
“办案的两个公安人员知道了内

情，凑钱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给孩子
送去，告诉孩子，你父亲今天有点事，不
能来送你了……”陈里不无动容地说，
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一些地区的一
些农民为什么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上？

陈里认为，在现行二元体制下，农
民整体呈现出边缘化的倾向，这让身在
官场的陈里倍感心忧——— 这不是理想
中的农村。

“城市问题的解决，

出路依然在农村”

虽然因为“请农民工吃饭”引起

了一些质疑，但陈里认为，“至少，通
过这一事件，又吸引了一大批人关注

‘三农’问题。”
陈里坚信，不单是这一次饭局，包

括由此而引发的舆论热潮，都是自己研
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

“农村很多问题，实际都是因很
小的事情引发的，但因为法治不彰，
行政、执法人员态度不端，小问题屡
屡积成大事件。”在陈里看来，“构建
和谐社会的难点在农村，重点是农
民，法治是短板。”

作为公安系统的高级官员，一次
次耳闻目睹各式各样的社会事件，陈
里认为，当下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
必须实现“四轮驱动”：完善法制建
设，防止暴力拆迁，预防农民犯罪，剖
析上访根源。

陈里尤其担忧各地频发的暴力拆
迁行为，他说，“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
失去了重要的生产资料，进而不得不涌
入城市，在完全没有城市福利的情况
下，艰难地维持生计。”这实际构成了新
一轮的“圈地运动”。

在5月27日的饭局上，赴宴的8位
农民工中，有5位是“新生代农民工”，
这也让陈里意识到，“新生代农民工”
不仅规模已经壮大，而且更具表达愿
望 。当 晚 赴 宴 的 两 位“ 新 生 代 农 民
工”，一位正欲辞职前往贫穷的地方
支教，一位是救治尘肺病活动的志愿
者。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但因为城
市门槛的提高，实际已经沦为缺乏保
障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一趋势让陈
里担忧，“他们有知识、有热情，但如
果我们一直把他们拒绝在城市生活之
外，必然会造成他们情绪上的波澜。”

“城市问题的解决，出路依然在农
村。”陈里说，当3亿农民集体涌入城市，
从农产品的生产者变成消费者，一系列
问题由此而生。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
不让农民留在农村安居兴业呢？“新农
村建设和城镇化是农村建设的两面旗
帜，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新农村建设并
不等于城镇化，城镇化只是新农村建设
的一部分。”

“请客厅长”：
不是饭的事
本报记者 石念军

“选秀局长”：
想过退出
文/片 本报记者 吉祥

陈里（左一）和农民工朋友及他们的子女合影。 6日，赵书锋参加60进15的排练。

“一碗羊肉泡馍，一周也没消化了。”时隔一周，陈里和本

报记者开玩笑。事实上，大家习惯称呼陈里“陈厅长”，而常常

忽视了身为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的他，同时还是一位研究

“三农”问题和社会管理的学者。当他因研究之需请农民工吃

饭、座谈引发公众热议时，他知道，这不是吃饭的事。

赵书锋，临沂莒南县经济开发区招商局驻杭州招商负责

人，另一身份是《天籁之声》杭州赛区6532号选手。

一边是必须低调的政府官员，一边是张扬个性的选秀节

目，赵书锋在选秀舞台上的一嗓子，注定不同凡响。

唱歌，这个赵书锋的唯一爱好，从未像现在这样，给他带

来如此大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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