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钓鱼岛之争是一堂国情教育课

□本报评论员 金岭

日本政府11日上午与所
谓“土地所有者”签订了购买

“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
其附属岛屿)中三个岛的合同，
这无疑是对中国的严峻挑战。

日本的强盗行径在中华
民族的内心深处又植入了新
的痛楚，针对日本的挑衅，中
国必须以实际行动予以坚决
反击，这也让我们借此机会
深刻地思考我们自己，思考

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这其
实也是一堂生动的国情教育
课。

中国的外部环境，也是
我们国情的一部分，而对近
邻日本多一点认识，就能多
一点清醒。

日本的“购岛”闹剧，有
媒体说是政客为扩张自己的
利益借机炒作，可即便如此，
也足以说明强占钓鱼岛，已
经成为日本的主流民意，否
则，政客们也就失去了炒作
的基础和能量，这让我们对
日本的国情民情有了更深的
认识，进而认识到钓鱼岛问

题的最终解决，一定是一个
十分曲折和艰难的过程。

另一方面，日本政客不
愿意承认钓鱼岛属于中国的
历史事实，更不愿意用事实
教育日本民众，而是放纵舆
论以民粹主义的手段调动和
左右民众的情绪，积聚抗衡
中国的力量，这提醒我们，日
本确有一些政客，在拓展自
己生存空间，争夺国家发展
资源的时候，是根本不顾什
么道义原则的，有过罪恶前
科的日本，在处理国家关系
时遵循丛林法则，这尤其值
得我们警惕，不但值得中国

警惕，也值得亚洲其他国家
警惕。

钓鱼岛问题摆在面前，
也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
的国情，以更准确地把握当
下和未来，这同样能让我们
更清醒。

中国虽然高速发展了，
虽然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
的综合国力，我们在这个世
界上展示出的“体量”，还不
足以从容解决像钓鱼岛这样
的问题。在事关领土主权的
原则问题上，付出再大的代
价我们也在所不惜，但钓鱼

岛问题的解决过程，最终将
是中日两国较量综合国力的
结果，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其实，日本敢在钓鱼岛
问题上横行霸道，其底气除
了日美同盟的支撑，更重要
的还在于其综合国力的强
势，否则，它不可能有这么大
的胆量向中国发起挑战。长
远地看，经过未来二三十年
的努力，中国一定能建成一
个现代化强国，如果经济总
量继续提升，赶上甚至超过
美国，我们应对和解决许多
外部风险的回旋余地就会比
现在大得多。中国人民维护

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和
意志，才是我们最大的力量
源泉，最终把钓鱼岛拿回来，
这个历史责任，其实就在我
们每个人的肩头。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
型的特殊时段，尤其要警惕
日本政客利用钓鱼岛问题扰
乱中国发展节奏的用心。意
气，血性，还有保钓行动，其中
饱含的爱国热情极其可贵，不
管国家强弱，这种精气神不但
不能丢，还要不断涵养，使其
更充足，更饱满，因为民众的
爱国激情和坚定的团结，是
我们最稳固的精神磐石。

中国不再采取2008年式
的刺激政策，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目前大部分支出来自
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两者
都不关注效率，这就埋下了
通胀的种子。当暂时抑制通
胀的因素消失，中国劳动力
市场和支出效率方面导致通
胀的基本因素将会凸显，今
天的过量货币供给将会转化
为明天的通胀。

———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
忠说。

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高考
移民问题，还不如花大心思
去设计防止高考移民的异地
高考制度，还不如认真借鉴
美国的SAT，研究在国内建

立一个基于统一高考制度上
的高校自主招生制度，这才
是一个真正的解决之道。

———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
究院研究员傅蔚冈在谈到

“异地高考”政策时说。

中国创造不了价值是因
为缺少土壤，这个土壤就是
产权保护制度。中国还缺少
宽容。你们看，现在网上，有
些人往优秀的人身上吐口
水，那优秀的人敢优秀吗？我
们没有清晰的产权保护制
度，没有一个宽容的精神，所
以中国在“创新”问题上是有
障碍的。

——— 华为公司创始人任
正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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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在事关领土主权的原则问题上，付出再大的代价我们也在所不惜，但钓鱼岛问题的解决过程，最终将是中日两国较量综综合

国力的结果，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声音

封二

□时言平

近日，一位20岁的山东
女孩刘慧丽，在山城重庆演
绎了人性的美丽，用死去的
生命唱响了灵魂的赞歌。(本
报今日A05、A06版)

刚踏进大学校门的刘慧
丽，本有美好的前程和未来，
却因为病魔的不期而至而匆
匆结束，留下无尽的遗憾。她
的父母深明大义，替她捐赠

出了遗体和器官，以延续更
多人的生命和希望，同时也让
早逝的生命获得了“重生”。

国内器官捐献之所以进
展缓慢，一方面是制度不够
完善，另一方面是传统的道
德伦理难以突破。但是从刘
慧丽的父母代女捐献来看，
传统观念不是不可逾越的障
碍。刘慧丽的父母只是普普
通通的农民，通常而言，他们
最看重“入土为安”的传统，
但刘慧丽的父母却能从挽救
生命和成全他人的角度跨越
传统观念的羁绊，这也是人
性的流露和文明的召唤。

刘慧丽父母的决定让我
们看到，在面对死亡时，越来
越多的人会做出更人性和更
文明的选择。随着观念的改
变，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体器
官作为重要的医疗资源，其
紧缺状况或将得到缓解。更
多人将自愿捐献器官，提升
自己的生命价值，同时也给
了其他人活下去的机会。这
个时候，我们更希望器官捐
献的相关制度能够完善，跟
上民众观念改变的节奏。唯
有用健全的制度去呵护民众
的善心，这种善意才会源源
不绝。像刘慧丽父母那样的

大多数普通民众，其实并不缺
乏奉献他人的爱心，只是有时
候因得不到引导而被忽略。

早逝的刘慧丽，通过捐
献器官的方式向他人奉献了
生命最后的价值，在她的父
母看来，她也因此得以“重
生”。面对她以及她家人的义
举，我们除了感动，也应该反
思自己对生命的认识。

死去的躯体终将冷却，
但成全他人的刘慧丽温暖了
整个社会。

用制度呵护普通人的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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