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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

这年头不仅拼爹、拼

干爹，还拼颜值

【庙堂江湖】

如果按照广州交管部

门的说法： 只有违法

和合法的区别， 那么

马云的淘宝网从一开

始就应该被查抄

颜值与经济

冷秋语

颜值一词

，

想来大家都不陌生了

。

颜

，

颜容

、

外貌的意思

；

值

，

指数

。

表示

人物颜容英俊或靓丽的一个指数

，

用

来评价人物容貌

。

这年头不仅拼爹

、

拼

干爹

，

还拼颜值

。

颜值能干嘛

？

颜值的用处可大了

。

这是一个刷脸的社会

，

不信

？

马云在

德国就首次展示了

“

刷脸支付

”，

以后

付钱刷脸就可以了

。

这年头

，

真的是

个刷脸的社会

。

不管是什么聚会

，

颜值高的人

，

总是不经意之间都能够

让人一眼记住

，

从而获得比别人更多

的机会

。

在颜值竞争激烈的影视圈就更

加不用说了

，

颜值也等同于经济值的

一部分

。

现在观众看的不仅是剧情

，

还有颜值

。

各大媒体宣传手段也动不

动就开口喊话

，

绝逼的颜值爆表

。

范冰冰就属于颜值超高的一类

，

有人就拿热播剧

《

武媚娘传奇

》

跟

《

甄

嬛传

》

相提并论

，

且不说剧情怎么样

，

也不管人家后来是不是被剪胸

，

单从

颜值上来讲

，《

武媚娘传奇

》

算得上是

颜值爆表了

。

且不说武媚娘和甄嬛谁

颜值更高

，

光李世民和李治两人颜值

就比雍正颜值要高很多

。

每一部影视作品都有一个不可或

缺的反派角色

，

一般的反派人物都不

讨喜

，

但颜值爆表的反派就例外了

。

女星蒋欣的古装造型有一种冰

肌玉骨的惊心之美

。

她在

《

甄嬛传

》

中

出演的华妃娘娘美艳而不失霸气

，

就

像一株明艳的火焰照亮风云诡谲的

后宫

，

一句

“

贱人就是矫情

”

更是引发

了网友的无限共鸣

。

杨颖

（

Angelababy

）

更是被称作有

一张与时俱进的脸

，

这颜值得爆多少

次表啊

！

如今在影院看电影

，

只怕这

张脸也算是见得比较多的吧

！

再说周

迅

，

被称为周公子的她虽然个头不

高

，

但五官精致

，

遗憾的是已婚以后

的周公子颜值直线下降

。

以前觉得周

公子品位不错

，

但不知最近周公子是

什么心态

，

扮装口味甚重

，

令人不敢

恭维

，

这次北京国际电影节更是让人

跌破眼镜

，

她本来个子就不高

，

还偏

偏穿一身没有任何腰身而言的服装

，

笔者也真是佩服周公子的勇气

。

说到这里

，

最近引发热议的窦唯

就不得不要提一下了

。

照片当中的中

年大叔身材走样

，

发际线后移到了头

顶的位置

，

而且发量稀少

，

戴着墨镜

的他似乎在地铁上睡觉

，

怀抱着很普

通的双肩包

，

看起来有些落魄的样

子

。

但也有人说脱离主流娱乐圈已经

“

成仙

”

的窦唯就是这个

“

范儿

”。

还有文章说

，

只要他愿意随便几

百万到手

，

对此真心无力吐槽

。

不过

，

我不是高人

，

也到不了人家那个境

界

，

换做是我

，

只要不违法

，

不损害自

身利益

，

钱我还是愿意赚的

，

犯不着

跟生活过不去

。

也有人说

，

那并非窦

唯本人

，

我无法验证

。

《

世说新语

》

有文曰

：“

陈留阮籍

，

焦国嵇康

，

河内山涛

，

三人年皆相比

，

康年少亚之

。

预此契者

：

沛国刘伶

，

陈

留阮咸

，

河内向秀

，

琅琊王戎

。

七人常

集于竹林之下

，

肆意酣畅

，

故世谓

‘

竹

林七贤

’。 ”

从前不懂

，

为何一群人一起喝酒

吹牛就得此封号

。

后来才知

，

在那个年

月

，

能够坐下来不用天天干活

，

喝酒吹

牛

，

还得每次都在竹林下

，

这么特立独

行

，

换成今天的话说

，

就是一种时尚

，

一种潮流

。

如同今天的公众人物

，

他们

成为世人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

其实

就是有人愿意追捧他们

，

制造浮躁和

崇拜

。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

，

做什么已经

不重要了

，

就像竹林七贤的饮酒畅谈

，

谈得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

重要的是他

们谈了

，

更像一种行为艺术

。

（作者系网络小说家）

深圳房价为何任性上涨

李宇嘉

股市狂飚突进

，

但房地产似乎也

不愿成为没落的贵族

。

深圳

，

这个被称

为我国楼市

“

风向标

”

和

“

优等生

”

的城

市

，

其楼市近期正在上演完全不输于

股市的火热景象

：

久违的

“

日光盘

”

又

回来了

；

二手房业主一夜反价

50

万也

被买家欣然接受

；

热点片区一房难求

，

用中介的话来说

“

出一套

、

卖一套

”；

新

房价格

“

跳涨

”

以万元为单位

，

恐慌性

购房潮难以阻挡

；

非中心区

（

龙华

、

宝

安等

）

的房价

“

三年三连跳

”，

似乎已步

入豪宅时代了

。

近期

，

网上几个帖子被大量转载

，

如

《

深圳房价跳涨以万为单位

》、《

我伙

呆

！

若深圳房价一直涨下去

，

那将会怎

样

？ 》，

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深圳房

价坚挺的事实

。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

据

，

深圳新房价格指数连续

4

个月环

比上涨

，

3

月份的涨幅排名全国第一

，

同比跌幅全国最小

，

已回到

1%

以内

；

二手住房价格连续

5

个月环比上涨

，

涨幅也排名第一

，

同比为全国唯一上

涨城市

；

刚刚公布的百城房价

，

深圳新

房价格

31495

元

/

平方米

，

同比环比均

上涨

1.09%

，

位居十大城市涨幅之首

；

二手住房价格环比涨

3.29%

、

同比涨

6%

，

同样位列全国第一

。

未来深圳房

价或将继续上涨

。

今年以来

，

深圳房价上涨呈现出

四个特点

，

一是以学位房

、

前海和自

贸区为代表的概念性房价上涨

。

去年

10

月份启动新一轮上涨以来

，

学位房

和自贸区概念的房价分别涨

15%

和

10%

；

二是原特区外住房供应密集区

房价快速上涨

，

其中以占据全市供应

超过

40%

的宝安和龙华为甚

。

这两个

片区的房价从

2012

年的

2.0~2.2

万

元

/

平米上涨到目前的每平米

3.5~4

万

元左右

，

去年四季度到目前

，

两个片区

的房价每平米上涨了

1

万元

，

有报道

称宝安中心区的房价

10

年翻了

10

倍

；

三是价格洼地的房价迅速上涨

，

比

如龙岗中心区

、

坂田

、

福田南等处于价

格洼地的房价

，

去年四季度以来上涨

了

20%

以上

；

四是结构性投资需求或

入场

，

除了学位房成为新的投资品种

外

，

房租连续

32

个月上涨

，

位置优越

（

主要是临近地铁

）

的中小户型次新

房

，

有的租金超过月供

，

受到投资者的

青睐

。

尽管一线城市房价都在上涨

，

但

并不像深圳这般疯狂

。

对于此轮深圳

房价上涨

，

除了

2014

年四季度以后

，

降首付

、

降月供

、

降税费等政策刺激

外

，

连续几年土地供应跟不上

，

恶化了

供求关系紧张的预期是重要原因

。

2009

年以来

，

深圳房价和需求相互推

动

，

房价进入最快速上涨时期

，

均价

5

年来基本翻了一倍

，

但商品住房用地

供应或者无法完成计划

，

或者低于预

期

，

特别是在保障性住房用地刚性供

应的情况下

，

每有一宗地

“

招拍挂

”

时

，

便引来很多开发商疯抢

，

恶化了市场

预期

。

近年来

，

深圳住房供应或者靠开

发商手里的储备土地

，

或者靠城市更

新

，

城市更新成为主渠道

。

中原地产

预测

，

2015

年深圳有

102

个新建商品

住宅项目进入销售阶段

，

其中的

55

个为更新项目

，

占比

58%

。

但一方面

，

城市更新存在周期长

、

不确定性大

，

缓解中短期供求矛盾效果不佳

；

另一

方面

，

在房价看涨

、

更新成本大

、

周期

长的情况下

，

城市更新本身存在着推

高房价的可能

；

同时

，

近年来容易更

新的区域已经展开

，

剩下的都是难啃

的骨头

，

增加供应的周期更长

；

另外

，

城市更新不仅减少了价格低廉住房

的供应

，

也推升了租赁价格的上涨

，

倒

逼房价上涨

。

特殊的人口结构也是重要原因

。

深圳是个新城市

，

不像北京

、

上海和广

州

，

在房改前就有大量的存量住房供

应

，

而且本地人口早已实现了住房自

有

，

这是个蓄水池

，

也是稳定器

。

但是

，

自上世纪

80

年代建城以来

，

深圳就一

直处于外来人口不断涌入的态势

，

存

量住房供应的主体的历史遗留违法建

筑

，

即俗称的

“

小产权房

”，

并没有像北

上广等城市一样

，

存在大量的存量

“

适

居

”

住房

。

根据世联行的统计

，

按常住

人口计算

，

深圳商品住宅户均住房仅

为

0.4

套

，

远低于公开数据显示的全

国户均

1

套的平均水平

。

目前

，

深圳超

过

1100

万的常住人口中

，

70%

的部分

无房

，

他们要在深圳安家落户

，

这一潜

在的需求随时都有入市的可能

。

（作者供职于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

【说法不武】

终身追究制要落到实

处， 就必须制定出台

刚性的制度规范

万众创新抵不过一个部门守旧

沈凌

近日

，

广州交通部门会同公安工

商多部门查封了优步

（

Uber

）

的广州

公司

，

指责它们违法

“

私车营运

”。

我知

道

，

我没有资格去讨论它们是不是违

法

，

因为我不是法律专家

。

我也相信我

们的司法机关的公正性

，

所以

，

我估计

按照现行的法律它们确实有违规违法

的可能

。

我只是从经济转型的角度想

：

如果我们所有的创新都必须在旧制度

的规范内

，

我们还能不能有创新驱动

的新经济呢

？

改革开放以来

，

杭州诞生了三个

著名的大富豪

：

鲁冠球

、

宗庆后

、

马云

。

不按其财富

，

而按其出山的年代排序

看

，

每一个大富豪

，

在今天都得到了社

会的认可

，

但是当年

，

无一不是触犯了

当时的法律法规

。

鲁冠球起家于文革时代

，

在那个

“

工业学大庆

，

农业学大寨

”

的时代

，

他

偷偷摸摸搞起来公社农具维修厂

。

在

私有企业不被允许的年代

，

他顶着一

顶乡镇企业的红帽子

；

等到邓小平

92

南巡之后

，“

狐狸尾巴

”

即可安全地露

出原形

。

如今

，

万向集团成了民营企业

的明星

，

鲁冠球更是老一代民营企业

家的优秀代表

。

宗庆后的发家和鲁冠球类似

，

他依

托于上城区教育局的校办企业

，

产权不

清不楚

。

最让人诟病的是他和外资企

业达能集团的一段历史

，

先签了合同

拿了人家的钱

，

也认了合资办厂的账

，

等到赚到钱了一脚把人家踢开

，

还披

上了民族主义的迷人外衣

，

践踏了合

约精神

。

但是宗庆后现在几度获评中

国首富

，

不是说成了首富就意味着他

说的做的都在理了

，

但至少

，

社会未再

追究他在一个特殊年代里面犯下的

“

原罪

”。

马云更加不用说了

，

连李克强总

理在一次座谈会上都直截了当地对他

说

：

如果让税务部门完全按照法律法

规去查查你们的账

，

估计你们马上就

关门大吉了吧

？

由此可见

，

淘宝网的发

家之路

，

少不了逃税漏税

，

也免不了假

冒伪劣

。

但是为什么这些企业现在都成为

中国企业的好名片了呢

？

是什么因素

把他们和赖昌星的走私集团区别开来

了呢

？

如果按照广州交管部门的说法

：

只有违法和合法的区别

，

那么马云的

淘宝网从一开始就应该被查抄

，

因为

当时淘宝网上面的卖家几乎全是不纳

税的小商小贩

，

卖的东西十有八九是

假冒伪劣

。

如果杭州市的工商税务像

今天的广州交管部门一样

，

那么现在

还有李总理一再鼓励的

“

互联网

+

”

吗

？

马云还能去华尔街敲锣

，

去国务院

对话吗

？

所以

，

过去一句老话叫

“

苛政

猛于虎

”。

老虎下山

，

刚刚出生的小猪

小羊来不及长大就都入了虎口

，

哪里

还会有

“

全民创业

，

万众创新

”

的热闹

局面呢

？

由此可见

，

在我们这个正处制度

转型的社会中

，

当我们遇到合法违法

的判断题时

，

我们首先不是把违法的

一关了之

，

而是应该先问一下

：

究竟是

违法的错了呢

？

还是被违的法已经不

合时代的潮流了呢

？

执法部门去严格执法

，

对执法部

门而言并没有错

。

但是如果立法部门

没有广开言路

，

让社会各个利益阶层

有一个讨论的空间

，

从而能够按照一

个民主程序去修正现有的不合理法

规

，

那么严格执法就是开历史的倒车

，

为一个部门利益而消费整个政府的公

信力

，

激化社会的矛盾

，

不利于和谐社

会的建立

。

早在优步滴滴出现之前

，

出租车

行业的不合理制度就已经被社会各界

广泛诟病

，

但是交通管理部门对此无

动于衷

。

今天新科技出现

，

颠覆了原来

的出租车行业运营模式

，

更加激起了

原来的管理部门的不满

。

这是蒸汽机

新时代开启时的马车夫的不满吗

？

马

车夫能够永远抵抗住蒸汽机时代的到

来吗

？

政治家在历史洪流中的作用长远

看是渺小的

，

短期看是巨大的

。

我期待

提倡万众创新的总理能够战胜顽固不

化的交管部门

，

让中国民众的创造力

不再受到不必要的束缚

，

那么中国的

未来岂是

7%

的增长率限制得了的

？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博士）

【环宇杂谈】

深圳超过 1100 万的

常住人口中，70%的

部分无房，他们要在

深圳安家落户，这一

潜在的需求随时都

有入市的可能

生态文明责任追究“终身制” 贵在落实

刘武俊

片面追求

GDP

和

“

政绩

”，

经济

发展了却破坏了生态环境

，

当领导的

照样升迁

。

这种情况今后或许将不复

存在

。

中共中央

、

国务院日前印发

《

关

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

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

意见明确了

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

、

目标愿景

、

重点任务和制度体系

，

尤其是强调领

导干部任期生态严重破坏将终身追

责

。

要求完善责任追究建立领导干部

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

，

对违背科

学发展要求

，

造成资源环境生态严重

破坏的要记录在案

，

实行终身追责

，

不

得转任重要职务或提拔使用

，

已经调

离的也要问责

。

最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是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

实

行最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

，

首先要建

立科学的领导干部生态政绩考核评价

体系

。

将生态文明纳入领导干部考核

评价体系

，

作为政绩考核的一个权重

指标

，

把生态政绩作为考察干部政绩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以前

，

对领导干部的

考核评价指标主要考核

GDP

，

一切以

GDP

为目标

，

不管发展的代价如何

、

发展的路子是否错位

，

只要经济上去

了

，

领导干部的考核结果就优秀

，

其结

果往往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

在

干部考核体系中引入生态文明指标

，

就是将

GDP

考核变成了绿色

GDP

考核

，

同时建立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

明建设责任制

、

问责制和终身追究制

，

将考核结果与干部的提拔任用相挂

钩

，

让干部时刻紧绷生态文明这根弦

。

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终身追究

制

，

核心就是

“

责任

”

一词

，

目的就是要

倒逼领导干部树立任期负责乃至终身

负责的责任意识

。

生态环境问题主要

是人祸

，

领导干部作为一个地方重大

事项的关键决策者

，

担负着不可推卸

的生态责任

，

必须担负起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任

。

实践中

，

有的领导为了所谓

的个人政绩

，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不作

为或乱作为

，

有恃无恐地糟蹋环境

，

其

主要原因还在于缺乏责任追究制度的

制约

。

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终身追究

制

，

贵在

“

终身

”。

搞领导干部职务终身

制行不通也不得民心

，

搞领导干部生

态文明建设终身追究制则大得民心

。

今后

，

哪个官员胆敢牺牲环境换政绩

，

即便已经转任异地

、

退居二线甚至退

休多年

，

也必须承受

“

终身追究

”

责任

的风险

。

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终身追究

制

，

关键在于落实

。

现实中

，

不少为所

谓政绩工程肆意破坏环境的官员

，

在

任

、

转任期间都没有得到及时查处和

问责

，

更遑论终身追究

。

有的官员在任

期间都胡作非为有恃无恐

，

更遑论畏

惧退休后被终身追究

。

倘若生态文明

建设出现重大问题

，

有关部门不问责

、

不追究

、

不作为怎么办

？

那么该被追究

责任的不止是对破坏生态文明负有直

接领导责任的领导干部

，

也包括负有

查处责任的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

。

终身追究制要落到实处

，

就必须

制定出台刚性的制度规范

。

建议有关

部门结合贯彻落实

《

关于加快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

尽快出台领导干

部生态文明建设终身追究制的实施细

则

，

对终身追究制的适用对象

、

启动条

件

、

运作程序

、

处罚标准及信息公布等

予以明确的规范

，

让

“

终身追究制

”

更

具有可操作性

，

而不只是一纸空文

。

生态文明责任追究搞

“

终身制

”

大

得民心

。

不过

，

终身追究制关键在落

实

。

期待刚性的终身追究制能够倒逼

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气象

，

且让我们

拭目以待

。

（作者系《中国司法》杂志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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