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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木求鱼】

有幸福， 才有年，与

有没有红包、有没有

肘子、 有没有鞭炮，

真的没什么关系。

【庙堂江湖】

银行存款、 股票和房

子是家庭资产的三种

主要形式。 中国的家

庭平均资产大约是

46.27 万元。

农村水循环梗阻

余胜良

日子自然是越来越好

，“

做梦也没

想到村里修了公路

，

用上了自来水

”，

此次春节归乡

，

不止一位亲友这样告

诉笔者

。

但是乡村中的隐患也不少

，

生活

垃圾堆积到村里池塘和水道中

，

让人

担心雨水太大该怎么办

，

也让人担心

地下水的安全

。

故乡在中原腹地一个小村庄

，

距

离黄河

100

多公里

，

距离淮河的最大

支流颍河只有

2

公里多

，

属淮河流域

，

为防水患两条河河堤高高筑起

，

皆与

我等关系不大

，

但颍河上有一条为许

昌供水的人工河流的一条支流

，

围绕

村子走了一周

，

却对村子影响很大

。

村中地势低洼

，

自然环境造就此

地沟渠和池塘众多

（

池塘有

15

个

），

这

些水道池塘以前蓄积了雨水

，

笔者小

时候这些池塘终年不干

，

清可见底

，

可

以游泳

、

洗衣服

、

钓鱼

。

村东头几个池

塘之间的水渠流水潺潺

，

鱼儿可以从

一个池塘游到另一个池塘中去

，

不少

池塘都被承包出去养鱼

。

有位长辈说

，

村东北角有片盐碱

地

，

旧时家贫

，

到地里扫了结了白霜的

表层土泡在水中

，

撇去下面的土

，

将水

晒干就是食盐

。

低洼地生活不易

。

村中一千多口

人分十多个姓氏

，

长辈们说都是逃荒

走不动的先人定居在此地

。

不知何时

，

盐碱地慢慢不见了

，

村子里人烟也兴

旺起来

，

可能是降雨量减少

，

也可能是

由于那条人工渠和村东北角一个大水

塘连起来

，

又向东流去

，

多余积水很容

易排出

。

从笔者记事起村里就再没内

涝过

。

不过十二年前一场大雨

，

还是给

这个防洪系统敲了一次警钟

，

由于连

日大雨

，

雨水顺着沟渠流到我们村子

，

渠道因为农民开荒种粮而不畅通

，

大

水淹过村南耕地

，

向村子漫过来

。

如果这场雨下在今天

，

情形只能

更坏

。

村中不少池塘都被填平盖起房

屋

，

有一户还在填起的池塘上种上了

菜

，

没被填起的池塘面积也越来越小

，

越来越浅

，

四面都有垃圾堆积

，

干涸无

水

，

还有一户人家在池塘上盖起房屋

准备养羊

。

连接池塘的水道也被好几户人家

填成门前道路

，

从而拦腰截断

，

断了水

路

。

住宅毫无规划

，

村民竞相垫高住

宅

，

宅基越填越高

，

而住宅却没有排水

系统

，

一旦下雨街道就成了水道

，

积水

却又无处可流

。

近年来笔者走过不少地方

，

这种

现象并非孤例

，

而是普遍现象

，

池塘虽

为集体土地

，

但却没人管理

，

填了之后

也无人追究责任

，

这块土地就归填埋

人所有

，

很多人有填池塘的积极性

。

这其实是整个国家水利系统的

一个缩影

，

比如现在中国南方许多湖

泊面积越来越小

，

这些湖泊都是天然

形成

，

和故乡那些池塘一样

，

和河道

相邻可以蓄积多余雨水

，

调节旱涝

，

但现在面积越来越小

，

不少都被开垦

成耕地

。

农村生活日益好起来

，

消费能力

提高

，

日常所用都在超市购买

，

塑料袋

等废旧用品使用之后没办法处理

，

池

塘成了垃圾场

。

这使得池塘越来越小

。

农村自然环境也越来越差

。

这几年取地下水烧开之后有锅底

有一层白絮

，

有人说是化肥残留

，

也可

能是地上垃圾污染了地下水

。

近年来中国北方降雨量不大

，

即

使黄河这样的干流也没有出现什么危

险

，

这可能跟大气候有关

，

但是气候并

不会一直如此

，

一旦有较大的降水量

，

农村排水系统立刻瘫痪

，

像笔者故乡

那样的低洼地首当其冲受害

。

另外

，

农村也应该建立垃圾回收

系统

，

将垃圾集中处理

，

现在污染真正

严重的并不是城市

，

而是农村

。

如果不

重视农村水流系统

，

即使水泥公路和

自来水修得再好

，

也无法让乡村真正

美丽起来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红包易抢 幸福难得

木木

小时候

，

回老家过年

，

所热盼者三

件事

：

尽兴地放鞭炮

，

尽兴地吃肉

，

有

长辈给的红包拿

。

本人的老家

，

地处冀中平原

，

过年

放鞭炮是有些讲究的

，

即要尽量多地

放

，

尤其是年三十儿的晚上

，

必须卯足

了劲儿放

，

第二天谁家院子里地上的

黑点儿越多

，

谁家新年的日子就会过

得越旺

。

这样的讲究

，

现在想想

，

实在

是有些

“

扯淡

”，

大约就是由做鞭炮和

卖鞭炮的

“

忽悠

”

而来的

。

不过

，

这

“

忽

悠

”

显然就很合了人们的期望

，

而深深

烙刻进人们的骨子里

。

孩子们当然更喜欢这样的规矩

。

到了该放鞭炮的时候

，

他们总会迫不

及待地紧跟在大人屁股后面

，

挤进那

间没人住

、

不生火的厢房里去搬运

“

弹药

”———

那确实配得上小型

“

弹药

库

”

的名头

。

放鞭炮

，

当然还是

“

二踢

脚

”

过瘾

；

最惹人喜爱的

，

是那种高近

一尺

、

直径逾寸的

“

大家伙

”，

以

“

三四

三

”

的

“

阵型

”

十个捆成一捆

，

整整齐

齐的

，

硬硬的很结实

，

抱个三两捆在

怀里

，

满心的欢喜

、

骄傲和踏实

。

如今

想来

，

那样子大约与电影里恐怖分子

也相去不远

。

放的时候

，

先拆开一捆儿

，

把

“

大

家伙

”

们一个个地立在地上摆成一个

大大的圆圈儿

，

每个的药捻儿都指向

圆心

，

然后人蹲在

“

炸弹

”

圈儿的中间

，

拿着一根刚从灶膛里抽出来的堪堪烧

乏的秫秸

，

对准了药捻儿一个个地捅

过去

……

这种二踢脚的质量都出奇地好

，

第一响沉稳有力

，

脚下的土地随之一

震

，

鼻孔中马上充满了浓浓的硝烟味

，

然后等上好一会儿

，

第二响才在凛冽

的高空中炸响

，

于是整个村子似乎都

为之一震

。

当连绵不绝的一声声炸响

笼罩了整个村子

，

中间还伴杂着密集

而清脆的小鞭儿的爆响

，

过年的喜悦

也就随着浓浓硝烟的味道弥漫了整个

夜空

、

弥漫了整个村子

、

弥漫了每个人

的心

。

过年的喜悦当然不仅于此

。

当放

足了鞭炮之后

，

爬上烧得暖暖的土炕

，

再美美地捧起一个肘子大快朵颐的时

候

，

人生的幸福感马上就爆了表

。

当此

之时

，

如果还能很幸运地收到长辈们

塞过来的一两个装了

“

巨款

”

的红

包

———

那个时候的一两块钱

，

大约对

任何一个小孩子而言

，

都是一笔不容

小觑的

“

巨款

”———

那感觉

，

应该就是

神仙的感觉了

；

也正因了这样的感觉

，

所以就总盼着过年

。

不过

，

不知从何时开始

，

小时候的

那种过年的感觉

，

似乎就怎么找也找

不回来了

。

也是

，

燃放过那样结实有力的

“

二踢脚

”

之后

，

又有什么样的鞭炮能

入得了眼

、

入得了耳呢

？

我已经很多

年没有真真正正地放过鞭炮了

———

没了那样的感觉

，

放与不放之间

，

也

就没什么了不得的差别

。

而啃过了那

种柴锅慢炖

、

浸着浓浓年味道的大肘

子

，

又有什么样的珍馐美味再能入得

了唇齿之间

、

令人念念不忘呢

？

同样

，

红包也再不是原来的那个红包

。

当自

己的孩子以及亲戚朋友的孩子

，

接过

一个又一个的大红包

，

一声

“

谢谢

”

里

，

更多的不过或多或少的礼貌

、

或

浓或淡的高兴罢了

，

却很难让旁边的

我再品出幸福的味道

。

三四十年的光阴

，

也不过弹指一

挥间

；

物质是越来越丰富了

，

但人们感

受幸福的能力却似乎就随之退化

。

老

天爷给你打开一扇窗

，

一般也会随手

给你关上一道门

。

于每时每刻对美好

生活追求不懈的芸芸众生而言

，

真不

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

。

今年过年

，

流行手机上抢红包

，

人们抢得不亦乐乎

，

抢到红包的

，

还

会忙不迭地跳出来炫耀个不亦乐乎

，

即使抢到的是一分钱

。

看起来

，

还真热

闹

，

仿佛又有了久违的年味道

。

不过

，

热闹在虚拟世界里

，

就很难让人真实

感受到手机上的欢乐背后

，

铺垫了现

实中实实在在的幸福

。

过年埋头抢红

包

，

抢到的不过是一堆寂寞罢了

；

缺

失了幸福感受能力

、

缺失了幸福感的

“

过年

”，

不过又一个普普通通的假期

罢了

。

中央电视台前几天播报了一则

新闻

：

春节期间没有休假

，

在乌鞘岭

特长隧道口驻守的武警哨兵梁培锋

，

与疾驰而过的列车上的妻儿

“

团圆

”

了

6

秒钟

，

车窗外随风飘扬的红丝

巾

，

见证了他们的

“

团圆

”。

6

秒钟的

“

团圆

”，

时间短短

，

幸福浓浓

，

这才是

过年了

。

有幸福

，

才有年

，

与有没有红

包

、

有没有肘子

、

有没有鞭炮

，

真的没

什么关系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键走偏锋】

现在的年味似赴一

场赶趟的宴会，匆匆

地来又匆匆地走，即

使相聚也与从前大

不相同。

为咱中国人摸摸家底

沈凌

中国人到底多有钱

？

没人能确切

地知道

。

看一个人到底有没有钱

，

要看

他的资产而不仅仅是收入

，

比如王思

聪不赚钱

，

但是你能说他是穷人吗

？

国家统计局没有这方面的官方数

据

，

我只能通过目前中国家庭的资产

组成来大致上推算一下

。

银行存款

、

股

票和房子是家庭资产的三种主要形

式

；

中国人的家庭负债还不算很多

，

基

本可以忽略

。

银行存款数据统计局是有的

：

2013

年底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是

44.76

万亿元

，

人均

3.29

万元

。

以

2014

年增

加

10%

估算

，

大约是人均

3.6

万元

。

股票呢

？

统计数据显示

2013

年底

的

A

股总市值是

23.9

万亿元

，

人均

1.75

万元

。

因为过去一年

A

股大幅上

涨了

50%

，

这个数据现在至少应该在

36

万亿元

，

人均

2.62

万元左右

。

房子是中国人的主要资产形式

，

但是这个数字最难统计

。

统计局有一

个抽样数据说现在城乡居民人均住房

面积

33

平方米

，

但是也有人认为远远

不到这个水平

，

因为这个抽样的对象

是城市的有户籍的居民

，

而大量的流

动人口居住面积远小于有户籍的城镇

居民

。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页上提供了农

村居民的居住面积及其价值

，

这个相

对于城市是比较准确的

，

截至

2012

年

底

，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价值

2.53

万

元

，

如果近两年保持过去几年的平均

增长速度的话

，

那么现在也应该接近

3

万元

。

而城市的住房面积只能通过过

去几年的新建房屋来推算

。

从

2000

年以来

，

截止到

2013

年底

，

城镇住房

累计人均面积已经有

11.61

平方米

了

，

按照这个速度推算

，

到

2014

年

底

，

至少应该有

12.5

平方米

；

按照统

计局公布的

2013

年新房销售价格每

平方米

5850

元计

，

城镇人均住房价

值是

7.3

万元

。

这个估计是偏低的

，

因

为在

2000

年前造的房子没有计算在

内

。

如果扩大一倍

，

那么城镇人均住

房面积估算为

25

平方

，

其价值差不

多就是

15

万元了

。

当然这样一来也

许就夸大了

，

因为这些比较旧的房子

不应该按照新建房屋的价格来计算

其价值

。

如果把

2000

年前建的老旧房

屋按照现在新房售价的五折计算

，

那

么我们的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价值大约

是

11

万元

。

据此

，

统筹城乡合并计算

，

住房资

产的全国人均水平大约是

7

万元

。

加

上存款和股票

，

人均资产为

13.22

万

元

。

中国的城镇家庭户均人口是

2.9

人

，

农村家庭户均人口是

3.9

人

，

平均

下来

3.5

左右

，

那么中国的家庭平均

资产大约是

：

46.27

万元

。

怎么样

，

你们家拖后腿了吗

？

拖后

腿是正常的

，

因为资产的社会分配理

应比收入更加不平均

。

这话听上去为

啥这么不爽

？

没关系

，

你如果能够通过

自己的脑袋想清楚这件事儿

，

你就能

够成为不拖后腿的人

！

不妨看看美国

人的情况

。

截至

2010

年底

（

这是刚刚

经过金融危机打击的最悲惨的时候

），

美国家庭的平均净资产是

50

万美元

，

合

310

万人民币

。

会攒钱的中国人

，

革

命尚未成功

，

省钱还要继续

！

但是美国

的差距也很大

，

因为他们的中位值只

有

77300

美元

，

合人民币

48

万元

。

也

就是说

，

如果中国人完全平均分配国

民资产

，

那么我们任何一个中国人的

富裕程度就已经相当接近至少一半美

国人了

（

46.27

万元

PK 48

万元

）！

哇

塞

！

这下自信了吧

？

比这让人更加自信的是西南财经

大学传来的消息

。

该校组织了一个中

国家庭金融资产调查

，

费时三年

，

耗钱

数千万

，

得出的结论是

：

截至

2011

年

8

月

，

中国家庭资产平均为

121.69

万元

，

城市家庭平均为

247.60

万元

，

农村家

庭平均为

37.70

万元

。

太牛了

！

这哪还是发展中国家的

样子啊

！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博士）

【念念有余】

如果不重视农村水流

系统， 即使水泥公路

和自来水修得再好，

也无法让乡村真正美

丽起来。

逝去的中国年味

无笔秀才

当我们结束一天的奔波

，

手捧咖

啡眺望异乡的都市

，“

年

”

已如遥远的

家乡被忙碌冲蚀得不再清晰

。

刚过去

排山倒海的归乡思潮

，

短暂的相聚后

涌泉般的分离

，

如同快餐般的中国年

味

，

80

后的我们回想起来

，

总觉得心

里缺少点什么

？

儿时的年味似新春的嘉年华

，

处

处是张灯结彩的喜庆

，

农村里家家户

户杀猪宰羊

，

年前自做美食年货

，

除夕

贴对联挂灯笼

，

大年初一走亲戚

，

采莲

船

、

舞狮舞龙闹新春

。

不管这一年的收

成如何

，

人人脸上都会洋溢着喜悦的

笑容

，

或是被人感染或是对来年的美

好盼望

。

那时候我们拥有的并不多

，

但

得到一点都会满怀喜悦

。

围在炉灶前

等待出锅的年糕

，

尝一口那纯美的满

足感

；

换上一身新衣的雀跃

，

平时格外

调皮的孩子却生怕弄脏衣物的珍惜

；

盼望拜年走亲戚和压岁钱

，

然后换得

一学期的糖果

。

那时的年味就是爸爸

的一个竹篮

，

去一趟集市就能带回来

所有我们想要的年货

。

每次过年都要

在姨妈家呆上几天

，

房前屋后地寻找

好吃的东西

，

我们的调皮总能换来她

幸福的笑容

。

儿时的年很短

，

却充满喜

悦与满足

。

现在的年味似赴一场赶趟的宴

会

，

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

，

即使相聚也

与从前大不相同

。

对联已被机器打好

，

贴在每家的门楣上

，

大多我们都不会

仔细去揣摩它的寓意

；

儿时那些自制

的年货已越来越少见

，

如今去一趟超

市即可全部办妥

；

小孩子追着采莲船

的场景已经不在

，

舞狮舞龙的队伍也

散了

。

如今的年味

，

就是大吃大喝

，

大

人们打麻将玩扑克

，

小孩看电视或拿

手机玩游戏

，

唯一没变的是父母们整

天都在张罗丰盛的过年饭菜

。

新的经

济格局造就了很多人在外工作

，

短短

的假期也只愿意呆在自己家里

，

走亲

访友变得简单快捷甚至是一个过场

。

儿时去一趟姨妈家骑单车要一个小

时

，

如今开车只要十几分钟

，

所以也不

必过夜

，

吃了饭就开车回家了

，

留下她

站在新建的楼房前望着我们远去的车

影

。

常年生活环境的差异

，

让我们回家

也没太多耐性与父母沟通

，

相聚已不

易

，

谈得过多又怕起纷争

。

我们一天到

晚捧着手机

，

或是看资讯或是微信抢

红包

，

父母虽然看不懂

，

也会跟着傻傻

地笑

。

当父母准备的美食还没有尝遍

，

我们又要踏上外出务工的路途

，

他们

又会将我们的车塞得满满的

。

如今的

年非常富足

，

却没有太多时间与亲人

共享

；

如今的年非常难得

，

但我们却少

于交流

；

如今的年非常短暂

，

却又如此

空洞

。

也许你已经开始新一年的征程

，

当时间走过一个年轮

，

我们又会带着

满满的思念踏上回家的路

，

去又一次

品尝那我们说不出的年味

。

年复一年

，

一年不同一年

，

虽有扭不断的亲情

，

而

中国春节的文化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陨落

。 “

年

”

是中华民族一个文明的代

表

，“

春节

”

是中国最喜庆最大的节日

，

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变成了一场奢侈

的亲人团聚

，

于是我们都是关着自家

门在过年

。

传统的文明得不到传承和

发扬

，

取而代之的是没有营养的金钱

娱乐

，

久而久之当我们老去

，

儿孙长大

成人

，

我们还能记得什么

？

家乡的样子已被绵绵春雨模糊

，

年的味道渐渐被岁月冲淡

，

挥挥手对

那逝去的中国年味

，

望来年多一些时

间让我们找回记忆

，

找回那铭心的

文明

。

（作者系互联网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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