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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衷于苹果长苹果短，反衬精神空虚

近日，苹果公司再次发布新款
手机，依然引起了很大反响。无论
是褒还是贬，如果你不能在这个话
题上拥有话语权，似乎就成了舆论
场的边缘人。因为苹果手机的存
在，凡是有关手机的话题都特别容
易引起很广泛的共鸣，比如此前罗
永浩和王自如针对锤子手机的辩
论也是引得众人围观。

不可否认，随着智能手机的发
展，手机承载着越来越多的功能，
也几乎成为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
的一种工具。在很多地方，都可以
看到紧盯手机旁若无人的“低头

族”。但是，手机总是一再成为热门
话题也不仅仅是因为使用频率较
高。食品、服装、汽车等诸多商品同
样是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
的，这些领域的产品动态就很少有
苹果手机这样的轰动效应。当然，
苹果手机的轰动与其创始人乔布
斯有很大关系。生前追求完美的乔
布斯让手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进而改变了世界，也推动了人类的
进步。正因为此，由苹果手机引发
的诸多热门话题也可以被看做乔
布斯之后的长尾效应。

苹果手机的惊艳亮相，曾经引发
了“中国何时出现乔布斯”的话题，这
样的讨论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促使
我们认真反思教育和科技领域的种
种问题。而现在关于苹果手机的讨
论，已经趋于琐碎无聊，很多人津津

乐道的只是苹果手机屏幕的长短、价
格的高低。其实，这几年被热议的苹
果手机新产品无论是外观，还是功
能，变化并不是很大。很多“果粉”对
苹果手机的追捧，只不过是在刷存在
感。而且，苹果手机的神话逐渐破灭
了，它在全球市场所占据的份额已经
越来越小，即便它最为人推崇的创新
似乎也已经乏善可陈。尽管如此，还
是会有一些人义无反顾地换购苹果
新款手机，苹果这些年不断地“推陈
出新”也许正是看准了这些人特殊的
消费心理。苹果手机在中国早已成为
一种时尚符号，一旦拥有就得不断刷
新。市场上有了 i P h o n e 6 ，那些
iPhone 5 也好，iPhone 5s 也罢，就统
统拿不出手了。拥有如此忠诚的粉
丝，苹果甚至无需创新，升级一个数
字就能打开一片新天地。

苹果新款手机是让人眼前一
亮，还是让人更加失望，这个话题
在不同人群中只能见仁见智，最终
很难达成一致。让人感到不爽的
是，无论舆论褒贬，苹果手机总是
高居话题榜前端。与这个大变革的
时代相比，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手机
话题看上去轻飘飘。苹果手机再
好，也不过是一个工具，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可以引发思想共鸣的话
题，比如社会的公平正义、身边的
慈善公益等等。即便是争论一下

“韩寒现象”都比热议苹果手机更
有意义，这起码表明我们在物欲之
外还有所追求，除了把玩手机的长
短，我们在精神世界里还有所思有
所想。物欲主义与精神空虚往往是
并存的。对一部手机的畸恋，是不
是也反衬了精神世界的空虚？

现在关于苹果手机的讨论，已经趋于琐碎无聊。与这个大变革的时代相比，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手机

话题看上去轻飘飘。苹果手机再好，也不过是一个工具，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可以引发思想共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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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不应该反职工福利”，中
秋节这天，人民日报客户端以此为
题推送了一则评论。有着2456万“粉
丝”的人民日报官微于当天上午10

点16分，及时对此进行了推介。
“人民日报”四个字让这则评论

在特殊环境和语境下，有了特别的
意味。仔细研读不难看出，这则评论
有着层次清晰、递进分明的情绪表
达。最终的指向也颇为明显，“在保
持‘官不聊生’的同时，还应逐渐提
高中低层员工的工资，保持职工正
常福利的稳定，实现收入、福利的货
币化、透明化和稳定化。”

追根溯源不难发现，这则评论
始发于以“非政府”自称的政治家
网，经由人民日报客户端转发才

“火”起来。各家纸媒、新闻网站和客
户端出奇地默契，
不仅推荐了这则评
论，更是大有刷屏
之势。

顾不得理会其
中有何种深意，围
观者们开始欢欣鼓
舞了，颇有些“终于
有人为我仗义执
言”的小委屈。一位
内蒙古网友直言人
民日报“接地气”，
说出了千万基层一
线员工的心声。

福利发与不发
引发的不清净确实
不少。《新京报》报
道，中秋节假期后
的第一天，东莞东
城万士达液晶显示
器有限公司万余名
工人集体停工，有人情绪激动一度
冲到工厂外马路上，导致交通堵塞。
原因是公司在中秋没发月饼并取消
了每人六百元的节日奖。

不甘心仅以推荐的方式摇旗呐
喊，各家媒体自然要策马而上。

谈及福利，《华商晨报》率先给
出了解释。“职工的正常福利，大致
包括现金补贴和非货币性集体福
利。”细心的记者注意到，财政部5年
前下发的《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
费财务管理的通知》明确了福利的
范畴，且精确到“企业提供福利费一
般不超工资总额14%”。

但对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来
说，想要厘清“正当福利”和“腐败福
利”，仍旧“剪不断理还乱”。

各种不同声音中，新华每日电
讯倒是有自己的独特表达。编辑选
取的评论文章态度无比坚决：该给
的薪水要给，不该发的“福利”一分
也不给。相信只要形成制度，公务员
会习惯不发月饼的日子。

尽管话语生硬、态度冷冰，还有
那么点不近人情，但仔细琢磨一下，
道理倒是清楚得很。相比之下，更多
的评论员们则表达出对福利背后的

“灰白色”的忧虑。
中国之声评论员潘采夫就提及

目前发放的福利存在许多“灰色地
带，“难以制定统一的标准，透明地
执行。”《长江日报》则指出，无论是
用以掩蔽腐败的“福利”，还是作为

职工正常收入的“福利”，都具有不
够公开、透明的缺陷。

“国字号”媒体新华社更是批评
一些地方和单位违规、滥发福利，将
正常的节日福利演化成隐性的灰色
待遇，缺少有力的监督和明晰的标
准，一些单位钻空子，利用福利打擦
边球，使原本正常的福利一词渐渐
蒙上了一层灰色。最后,还摆出今年
审计署的一组审计数字：7家央企超
发福利11亿元，6家国企违规发出
1 . 7亿元职工福利。

批评之外，也要给出解决之道。
在中国之声评论员郭静看来，应该
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对福利的费
用来源进行监督。新华社则给出“应
该在执行层面明确福利的概念和标
准”的答案，让福利发放的执行者、接
受者和围观者都清楚明白地知道福
利的“黑白灰”。

更多的评论
者，跳出这场福
利之争，进入一
个更高的观察纬
度。

“归根到底，
节日福利的争议
不是围绕简单的
一袋米、两桶油、
两斤月饼……争
议背后，还隐藏
着长期以来社会
分配关系被扭曲
的问题。”对于体
制内外的福利差
引发的吐槽，新
华社的时评点出
了问题的实质。

《长江日报》也从
相似角度给予助
力：福利往往看

不透、说不清，却又过度被看重，其
实客观上体现了社会收入的不规
范。

新华社的时评作者把所有想表
达的意思都体现在了标题中：福利
之争凸显社会福利体系新期盼。在
其看来，“这种公众期盼的社会福利
体系应既能激励先进，又能惠及绝
大多数群众。只有加快推进收入分
配制度改革，建立覆盖广泛的社会
福利体系，才能带给最广泛的劳动
者真正的‘福利’。”

《长江日报》也继续跟进，提出
用完善薪资体系来破解福利困局，

“其实严格来说，薪资收入有规范，
有正常增长机制，收入体系健全，社
会保障充分，就是真正落实了福利。
而根本途径是要构建完善的薪资体
系，以及收入分配制度。以‘工资化’
彻底清除掉收入的‘灰色’部分，无
需再寄希望于说不清的‘福利’。”

尽管话是这么说，但触动某些
人的利益，不比触动灵魂更容易。

“节日福利并不是法定的，因
此，以往有的现在不一定要有，别人
有的不一定自己就要有。但是，公平
却是整个社会都需要的，而最大的
公平，则是劳有所得、劳有应得，这
也是最大的福利。”荆楚网为这场争
论暂时画上了句号。

福利背后

软肋
据《新京报》报道，河南驻马店市一盗窃团伙专门行窃官员的住宅和

办公室，该团伙至少盗窃过5个县的多名县处级官员，然而却少有官员去
报案。2012年底，该盗窃团伙被抓获后，却因为警方和被偷窃官员各有“软
肋”，令简单的盗窃案衍生出一系列的生态链。 漫画/曹一

不必纠结“地沟油”产地

备受关注的台湾“地沟油”
事件又有新进展，卷入丑闻的台
湾强冠公司董事长叶文祥，在11

日召开的记者会上两度下跪道
歉。而在此之前，上海、厦门都对
当地涉“地沟油”食品进行了相
应的查处。

围绕台湾也有“地沟油”这一
事实，在网络上有各种激烈的争
执。相比火药味十足的言论冲突，
人们或许更应关注这起食品安全
事件本身，从事件的起因经过中找
出问题所在，为今后的食品安全监
管提供镜鉴。

随着越来越多信息的曝光，该
事件中“地沟油”的来龙去脉也渐
渐清晰。所谓的地下油厂业者制造

“地沟油”，正规的油品企业以低价
购入用于生产食用油，下游的食品
生产企业则通过制造食品将“问题
油”推到消费者面前。在食品生产、
加工、销售的整个环节中，问题从
原料阶段就已经产生了，这与此前
发生的“福喜肉”事件如出一辙，也
是三聚氰胺等事件中暴露出来的
常见问题。

问题的症结无非就是面对力
度薄弱的监管，食品生产者的自利
性得以充分“发挥”。而自利性恰恰
是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这种
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与产地在哪没
有本质联系，世界各地均建立以政
府为主体的监管体制，也正是为了
克服这些具有规律性的市场缺陷。
从这个角度而言，看待台湾“地沟
油”事件，没有必要把关注的焦点
集中于油品产地，而是要从事件的
起因结果中找出规律，以便建立起
更完善的监管体系，更好地开展监
管工作。换成一句话就是，有则改
之，无则加勉。

当然，不得不承认，各地的
监管水平是存在差异的，这主要
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监管机
构的工作方式等有关。因此，客
观评价以扬长避短，才是正确的
态度。事实上，面对群众反映强
烈的“地沟油”问题，国内很多地
方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起餐厨
垃圾回收体系，也有企业在政府
的扶持之下开发将“地沟油”转
化为燃油的技术，这些举措就是
从以往的一些具体案例中吸取
了教训，把监管工作做到了源
头。如果没有务实看问题的态
度，陷入无谓的争吵中无法自
拔，恐怕也不会有这些显而易见
的进步。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相比火药味十足的言论冲突，人们或许更应关注这起食
品安全事件本身，从事件的起因经过中找出问题所在，为今后
的食品安全监管提供镜鉴。

今年的中秋并不平
静，自从一篇题为“反腐不
应该反职工福利”的文章，
经由人民日报客户端转
发，关于福利的问题就引
起了众多媒体的议论。从
福利发放到薪酬体系，再
到整个分配制度，少了月
饼，多了思考。

葛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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