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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富而有礼才能撑起梦想的高度
——— 你我的中国梦之二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每个人都有梦想，梦想
又会因人而异。具体来说，不
外乎是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等。这些梦想并不虚幻，大
多是保障生活的基本要求，但
是在当前的社会阶段，实现这
些梦想无一不需要坚实的物
质基础。因为这层显而易见的
关系，有人对中国梦的理解就
停留在经济发展的层面上，以
为只要富裕了，梦想就能实
现。而在发展中出现的很多

问题已经警示我们，中国梦
必须要触及灵魂。没有精神
的支撑和观念的改良，梦想
也可能成为一枕黄粱。

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
“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为
之苦恼。今年全国两会，一位
政协委员作大会发言，谈到
了“生老病死都要求人”的社
会现象。他在发言中痛陈，

“生得好要求人；病了，治得
好要求人；死了，烧得好、埋
得好要求人；上好学要求人；
找工作要求人，调动工作要
求人；异地迁徙取得户籍要

求人；参军要求人；职务职称
晋升要求人，不一而足”。求
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求
人之风盛行确有优质资源稀
缺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很
多人在公共生活中缺乏秩序观
和道德标准。我们能看到，一些
人求人也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
正当权益，而是想在别人排队
时加个塞儿，试图以特权突破
规则。每个人都想在求人办事
中额外受益，每个人又都可能
成为他人的受害者，这样的问
题仅靠增加物质的供给已经无
法解决。在为中国梦奋斗的过

程中，中国人在精神层面的
提升不能再滞后于物质的积
累，否则，“发展中的问题”就
有可能越积越多。

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仍然保
持着较快增长，实现中国梦
有了坚实的“硬件”保障，但
是我们在“软件”上的欠缺似
乎也越来越明显，中国将来所
面临的问题或许不是如何富
的问题，而是如何解决富而不
贵的问题。一些物质需求基本
得到满足的中国人已经开始
暴露这个问题，有人开上了

豪车却不懂得遵守交通规则，
有人住得起高档酒店却不能
在公共场合保持应有的安静，
公共生活中各种富而无礼的
现象随处可见。物质上的单
兵突进非但不能提升国人在
世界上的形象，反而加深了
世界对我们的误解。这显然
已经偏离我们当初的追求。

做精神强大的人，固然
需要传承爱国主义和改革创
新的宏大精神，但具体到每
个人的每一天，在公共生活和
公共秩序方面做循序渐进的
改良，或许是最便捷有效的途

径。“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
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说到
底要以人民幸福感为依归。在
公共生活中，如果越来越多的
人敢对特权说不，为社会的公
平保持血性，那么弥漫在社会
中的焦虑就会少一点，人人渴
望的幸福就会多一点。生命有
限，物质追求终有止境，唯有
精神可以代代延续。无论现实
有多少不尽如人意之处，追梦
的人都不应轻易放弃自己的
尊严和价值，要做富而有礼
的人，不能为前者牺牲了后
者，因为那不值得。

中国将来所面临的问题或许不是如何富的问题，而是如何解决富而不贵的问题。没有精神的支
撑和观念的改良，梦想也可能成为一枕黄粱。

封二

□本报评论员 崔滨

在3月31日的“岭南论坛”
上，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三
大运营商向微信收费的要求
有一定合理性，目前此事正在
协调中。这番表态，让习惯了
用微信的年轻人心头一紧，也
意味着这一新生事物仅仅诞
生一年多就有可能夭折。

这绝非危言耸听，因为
无论未来电信运营商是向微
信开发方腾讯收费，还是直
接向用户收费，都会损害3亿
多微信用户的共同利益，而
损害更大的，是中国企业本

就微弱的创新能力。
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

是不争的事实，就算高科技
的互联网企业，也多是“山
寨”式的模仿，如腾讯QQ照
搬ICQ，淘宝借鉴eBay和亚马
逊，而微博则在移植Twitter。
与这些“微创新”相比，通过
网络快速发送语音、视频、图
片和文字的微信，称得上是
中国难得的一款创新产品，
但就是这样一个急需多方共
同努力扶持的产品，还因为
某些利益集团对创新的恐惧
而面临困境。

技术进步是不可阻挡的，

仅以通信技术为例，从电报、
固定电话、传呼机再到手机、
微信，不过二三十年的时间，
每一次新技术的出现，都意味
着老技术被淘汰，也意味着对
原有利润格局的颠覆和再分
配。面对技术创新，正确的方
法当然是加强自己的创新能
力，而不是通过自身的垄断地
位或假借行政之手来抑制竞
争。更何况，从眼下移动互联
网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看，微
信取代短信已然不可阻挡。

就在有关部门确认微信
可能要收费的同一天，腾讯
董事长马化腾和中国联通董

事长常小兵，正在2013年IT领
袖峰会上相对而坐，面对观
众抛来的微信收费问题，常
小兵说，“不管你用什么创新
模式，基本的经济规律仍然
有效。”言下之意，投入了巨
额成本进行通信网络布局的
电信运营商，就理应享受电
信服务中的相应利润，而像
微信这样的产品显然不符合

“基本经济规律”。不过，在马
化腾和超过3亿多选择微信
的消费者眼中，“基本经济规
律”的意思是指用户永远会
向能给他们提供更为优质、
性价比更高的产品靠拢。比

如同样是拜年信息，0 . 1元电
信资费只够发1条短信，但用
在微信上却足够发送一千
条，而且只需要动动嘴就能
发出。你说，作为一个消费
者，是选短信还是微信？

同 样 是“ 基 本 经 济 规
律”，传统运营商与新兴网络
公司间的巨大分野，正显示出
中国式创新的艰难与不易。一
个可资借鉴的例子是，早在微
信之前，中国移动就已研发出
与之类似的飞信，但出于维持
传统短信业务利润的目的，
中国移动将飞信转包给第三
方公司，而且承包合同一年

一签。这种既不愿自己创新，
又生怕别人创新危及自身利
益的心态，导致眼下的飞信
已经逐渐被消费者背弃，成
为微信的陪衬。

工信部部长苗圩说，三
大运营商绝不能“凭借自身
的垄断地位，卡死像腾讯这样
一个非常好的企业”。如其所
言，面对微信带来的挑战，运
营商和腾讯都应该以更加开
放的态度拥抱创新带来的行
业变革，并共同寻找双赢的解
决方案，一味依靠收费这种损
人不利己的方式阻碍创新，最
终受损的将是整个行业。

无论未来电信运营商是向微信开发方腾讯收费，还是直接向用户收费，都会损害3亿多微信用
户的共同利益，而损害更大的，是中国企业本就微弱的创新能力。

与其向微信收费不如拥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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