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法不武】

运用购买服务方式

是政府资助和扶持

行业协会商会的普

遍做法。

【念念有余】

武术本有机会形成一

个庞大产业， 可惜昙

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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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进有出才是天道

木木

必须承认

，

无论是

“

意志品质

”，

还

是身体素质

，

乃至在恶劣环境下的生

存能力

，

老鼠无疑要比人类更有优势

，

大约这也是老鼠招人恨的主要原因

吧

。

而人类要恨起什么东西来

，

一般都

能把事情做绝

。

于是

，

千百年来

，

人类

几乎绞尽了脑汁逮老鼠

、

杀老鼠

，

当然

也有吃老鼠的

，

反正是必欲斩尽杀绝

而后快

。

毕竟人类的脑容量比老鼠的要大

一些

，

于是人类

“

折腾

”

老鼠的办法就

显得格外多

，

比如

，

用夹子夹

、

笼子关

、

陷阱捉等等

，

这都属于物理手段

，

效率

不是太高

，

再比如

，

用胶板粘

，

用毒药

杀之类的

，

都属于化学手段

，

效率虽然

比前者有所提高

，

但与老鼠强劲的繁

殖能力相比

，

还是低效了许多

，

而且老

鼠足够聪明

，

学习能力很强

，

吃了一次

亏

，

往往下一次就不再上当

，

这点儿不

像人类

，

总喜欢在一个地方反反复复

地摔

。

人类灭鼠的效率总是不理想

，

于

是就逼得人类在手段的

“

烈度

”

上不断

下功夫

，

有人就堵了老鼠洞的其他出

口

，

再往里使劲儿灌水

、

灌油

，

希望一

举淹死

、

烧死整窝老鼠

，

毕其功于一

役

。

当然还有更

“

狠毒

”

一些的

，

据说

，

就有人先抓了几只老鼠

，

再用针线缝

死了这几个

“

倒霉蛋儿

”

的后窍

，

然后

马上释放之

。

老鼠们当然就要暗自庆幸捡了一

条小命儿

，

马上仓仓皇皇地躲回家去

求安慰

。

最初的几天

，

老鼠们都能相安

无事

，

该干嘛还干嘛

，

然后就大事不

妙

：

被缝住后窍的几只老鼠

，

个个憋了

一肚子屎涨得受不了

，

于是精神逐渐

“

变异

”，

先是焦躁不安

，

然后狂躁不

已

，

最后就完全疯掉

，

开始狂咬鼠窝里

的同类

，

而且几乎

“

神勇无敌

”、

莫有能

当者

，

到最后

，

往往一窝老小

，

都被它

们统统咬死

，

如果此时疯鼠们还没完

蛋

，

就会窜到其他的鼠窝里乱咬

、

狂

咬

，

于是人类的

“

战果

”

就更盛大

。

人类如此对待老鼠

，

手段也真

是

“

何其毒也

”！

不过

，

虽然于鼠而

言

，

如此手段确实有点儿歹毒

，

但于

恨鼠之人而言

，

确是极有效的办法

，

而且还很环保

，

更重要的是

，

这种手

段

，

据说对其他的老鼠具有极大的

震慑力

，

被几只只吃不拉的另类老

鼠折腾过之后

，

原来世世代代在这

一片儿安居乐业的老鼠们

，

往往就

要背井离乡

、

逃遁而去

。

人类当然就

高兴得不得了

。

饶是生命力如此坚忍的老鼠

，

也

受不了如此手段

，

足见

“

只吃不拉

”

的

威力

！

其实

，

如此手段

，

非但顽强的老

鼠受不了

，

其他的什么动物也受不了

，

脆弱的人类当然就更不行

———

少则三

两日

、

多则七八天

，

肚量再大的人

，

也

要出毛病

。

在这个世界上

，

好像除了佛

陀

、

上帝

、

真主之类的神仙用不着拉屎

外

，

其他的什么活物儿

，

似乎还真不能

不认真地对待这档子事儿

，“

有进有

出

”，

或者说

“

有进必有出

”，

是天道

，

是

轻易违背不得的

。

如此天道

，

实在有点儿

“

霸道

”，

不

严格遵从就不行

，

非但一个生命体要

遵从

，

一个组织

、

一个系统

、

一个市场

之类的

，

也必须严格遵从

，

有进就得有

出

！

这是天道

。

光吃不拉

，

大家毕竟不

是貔貅神仙

，

最终的结局

，

不是肚子涨

破了直接死掉

，

就是憋得发了疯乱咬

，

然后再死掉

。

为了免于如此的悲惨结

局

，

显然就不能硬憋着跟

“

天

”

对着干

，

该

“

排泄

”

的时候

，

就麻利儿着

，“

屎

”

憋

在肚子里

，

时间长了

，“

心

、

肝

、

脾

、

胃

、

肺

”

都得憋坏喽

！

不过

，

道理虽然谁都懂

，

但事到临

头

，

许多人还是禁不住把

“

一兜儿屎

”

当宝贝

，

舍不得清理

。

为什么会这样

呢

？

还是认识上出了问题

，

总觉着

“

屎

”

也能

“

沤肥

”，

殊不知

，

要

“

沤肥

”

也得找

个敞亮

、

能见阳光风雨之处才行

，

在自

己的肚子里

“

沤

”，

没准儿自己最终也

成了

“

肥

”。

除了认识问题

，

当然还有利

益的因素

，

被各方利益杂七杂八地纠

缠着理不出个头绪来

，

即使认识到

“

只

吃不拉

”

的危害

，

但出口被

“

缝

”

死了

，

也无可奈何

。

到了如此地步

，

恐怕就非

得动手术不可了

。

这周

，

有个叫

“

*

欣泰

”

的终于被从

证券市场

“

剔

”

了出去

。

虽然这次

“

手

术

”

做得还是有点儿拖泥带水

，

但手术

刀毕竟还是捅了下去

。

无论如何

，

这都

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

让人看到了生命

的希望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社会组织该彻底摘下“红顶中介” 帽子

刘武俊

近日

，

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

《

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

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

以

下简称

《

意见

》）

,

《

意见

》

要求从严规范

公务员兼任社会团体负责人

，

因特殊

情况确需兼任的

，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从严审批

，

且兼职一般不得超过

1

个

；

在职公务员不得兼任基金会

、

社会服

务机构负责人

，

已兼职的在半年内应

辞去公职或辞去社会组织职务

。

长期以来

，

一些社会组织尤其是

行业协会

、

商会行政化倾向明显

，

政社

不分

、

管办一体

、

责任不清的问题

,

是

社会组织改革

“

要啃的硬骨头

”。

我国

行业协会商会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不

足

1000

个发展到

2014

年底的近

7

万

个

，

每年以

10%

到

15%

的速度增长

，

在

各类社会团体中数量最多

、

增速最快

，

基本形成了覆盖国民经济各个门类

、

各个层次的行业协会商会体系

。

然而

，

行业协会商会自身存在颇多问题

，

如

行政化色彩浓

，

容易成为行政主管部

门权力的附庸和延伸

；

代表性不强

，

很

多全国性协会对业内企业的覆盖率不

足一半甚至更低

；

自身结构不合理

，

有

的行业萎缩协会却仍存在

，

有的行业

发展迅速却难以成立相应协会

；

自我

发展能力不足

，

制度不健全

，

行为不规

范

，

往往只热衷于乱评比

、

乱表彰

。

惟

有坚决摘下行业协会商会的红顶

，

才

能彻底切断利益链条和身份依附

，

真

正走向良性发展之路

。

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核心

就是政府放权

，

转变政府职能的要义

，

就是将一部分政府管不了

、

不该管

、

管

不好的社会问题还权给社会

，

鼓励社

会组织承担一部分从政府中转移出来

的职能

，

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社会建设

。

政府的某些事务性管理工作

、

适合通

过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

，

可以

适当的方式交给社会组织

、

中介机构

、

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

，

降低服务成本

，

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

当然

，

在大胆放

权的同时

，

要培育好社会组织

，

防止其

蜕变成

“

二政府

”。

转变政府职能

，

壮大

社会组织

，

还权于社会

，

是政府机构改

革和职能转变的基本理念

。

坦率地讲

，

当前各地不少社会组

织大都和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

有的甚至是直接从行政部门分离

出来

，

管的事情和政府差不多

，

行业商

会还可以打着社会组织的名义名正言

顺地收费谋利

，

成为政府官员的

“

养老

院

”，

不少政府领导退休后就被安排去

行业商会任职

。

这种

“

二政府

”

的怪胎

早已被社会所诟病

，

其中衍生的腐败

现象更是为群众深恶痛绝

。

社会组织必须尽快实现

“

去行政

化

”。

让这些社会组织的人

、

财

、

物和政

府部门完全脱钩

，

把所谓

“

有政府背

景

”

的社会组织都名正言顺地回归社

会

，

培育成为真正意义上民间性的社

会组织

。

政府公务人员退休后

，

不得再

到与自己相关领域的社会组织任职

，

实行严格的任职回避原则

。

社会组织

的主要领导原则上通过面向社会公开

择优选聘

。

从严规范公务员兼任社会

团体负责人

，

因特殊情况确需兼任的

，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从严审批

，

且兼职

一般不得超过

1

个

；

在职公务员不得

兼任基金会

、

社会服务机构负责人

，

已

兼职的在半年内应辞去公职或辞去社

会组织职务

。

当然

，

脱钩并不是脱管

，

不是政府

对行业协会商会一脱了之

、

放任不管

，

而是要加强综合监管

，

建立起新型合

作关系

。

脱钩后政府依然要加大对行

业协会商会的支持政策

，

包括政府购

买服务

、

税收

、

信息资源共享

、

参与协

助政府部门多双边经贸谈判等

。

运用

购买服务方式是政府资助和扶持行业

协会商会的普遍做法

。

公务员禁止兼职社会组织势在必

行

，

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与行

政机关脱钩势在必行

，

务求彻底

“

去行

政化

”，

真正摘下屡受诟病的

“

红顶中

介

”

帽子

，

真正走上良性健康发展之路

。

（作者系《中国司法》杂志总编）

【缘木求鱼】

这周， 有个叫 “* 欣

泰” 的终于被从证券

市场“剔” 了出去。

武校哪儿去了？

余胜良

我的小学二年级同桌是个扎实的

女生

，

她喜欢马步蹲身

，

挺着腰板

，

攒

着拳头直击前方

，

连击三拳

，

这就是

“

黑虎掏心

”。

小女生哥哥在学武

，

师傅舞得一手

好九节鞭

。

练武术扎马步挥拳头是基本

功

，

小女生也算再传

。

小朋友打野架

，

赢

了

，

就说是学过武术

，

输了

，

就暗自模仿

铁砂掌插沙子

，

腿上绑个铁片绑腿练力

量

，

相信有飞檐走壁

，

脱了绑腿就能一

跃上树

，

像

《

神笛少侠洪吉童

》

里那个少

年一样

。

那是一个尚武年代

。

《

射雕英雄传

》

等金庸著作改变电

视剧电影风靡一时

，

李小龙

、

成龙

、

李

连杰等功夫巨星是万众偶像

，

武侠片

是少年人最爱

，

其次是枪打

，

每个年轻

人都有侠客梦

，

想获得绝世神功

，

行侠

仗义

。

天下功夫出少林

，

少林寺正宗功

夫

，

成为武学象征

。

在电影

《

少林寺

》

等

影响下

，

各地兴起很多武校

，

一开始只

是短训班

，

在村中找一处清闲院子利

用寒暑假招生

，

后来兴起武校

，

像学校

一样

，

全封闭管理

。

这些武校名字中往

往有北少林字样

。

笔者老家距离嵩山

少林寺

110

公里

，

武风甚是炽烈

，

有两

位亲戚曾在武校求学

。

幼年王宝强肯定是受这个风潮影

响

，

6

岁时开始练习武术

，

8

岁

~14

岁在

河南嵩山少林寺做俗家弟子

，

1999

年

（

15

岁时

），

王宝强在河北的启蒙教练李

晓锋将其引荐给汕头师兄陈佩强

，

王宝

强曾在汕头潮南文武学校学习

。

就在少年宝强在少林练武后期

，

武

校已开始走向没落

。

墙上贴的全国武术

冠军画像让位给歌舞明星

，

动作电影也

有

，

但不像原来讲究招式

，

讲好看

。

武术市场一下苍白了

。

人们那时

候练武术

，

还是想寻出路

，

成功夫巨星

太遥远

，

功夫养活不了人

。

2002

年春节过后

，

在河南漯河火

车站

，

广场上全是年轻人

，

他们排成一

队队

，

拥挤有序

，

有人拿着喇叭维持

秩序

，

他们将被送到南方的工厂中

，

成

为流水线一员

。

那里才是他们更现实

的未来

。

武校风潮刮起来

，

主要是上世纪

80

年代封闭初开

，

深受港台文化影

响

，

那时候崇拜明星大多来自港台

，

港

台那一段时间在流行武侠文化

。

后来

，

港台也不武侠了

，

功夫巨星的时代谢

幕了

。

人们总是因为有用和收益去学

习

，

兴趣和爱好影响的只是少数人

。

有

看点的武术比赛是散打

，

但散打和传

统武术有多大关系

，

还是值得考究的

。

武校招不来学生

，

慢慢就解散了

。

少年宝强就在武校凋零的节点成

为北漂一族

，

在一部后来禁止播映的

电影中担任男主角初展演技

，

又被冯

小刚送上明星之列

。

少年宝强本想成

为功夫明星

，

但他靠文戏出名

。

像章子

怡这样的舞蹈演员都可以像模像样打

斗

，

是否有武术基础已无足轻重

。

公园里还有一些武术爱好者

，

穿着

练武服挥剑

，

挥弄各种兵器

，

但估计全

国靠武术活着的人

，

还没有靠乒乓球活

着的人多

，

功夫只能养活一些教练

，

武

器服装制造者也能养活一些人

，

但通过

比赛获得收入的非常少

。

不论怎样

，

中国传统功夫都不应

该是这个样子

。

和海外传统技击对比

，

中国功夫推广明显落后

。

比如柔道

、

跆

拳道以及击剑和剑道就吸引了城市小

朋友练习

，

小朋友穿上干净整洁的服

装

，

按照固定套路练习

，

按照固定套路

比赛

，

短兵相接

，

胜负规则明确

，

一切

都很容易分清楚

。

但是中国武术要复杂得多

，

各家各

派不同

，

各种招式套路要严格按照师傅

说教

，

却不知道这样的招式套路有什么

用

，

所学招式到底是表演

，

还是制敌之

术

，

还是为了锻炼身体的一种体操

，

怎

么评判这些招式的有用性

，

很难

。

又有太多装神弄鬼者故弄玄虚

，

比如前几年有太极拳表演者

，

互相

配合随着气东倒西歪

，

只会损害传

统武术

。

武术本有机会形成一个庞大产

业

，

可惜昙花一现

，

曾经的学武少年四

散天下

，

在各处寻个温饱

，

是否练过

武

，

没多少人关心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悄然袭来的“隐性贫穷”

周凯莉

或许

，

很多中国人还没来得及意

识到便已陷入了

“

隐性贫穷

”。

攥在手

里的纸币

，

面额不变

，

购买力却在一泻

千里

，

区别于黄金等保值品

，

纸币正在

以看不到的速度变成贬值的废纸

。

近些年来

，

出国旅行

、

购物早已不

是啥新鲜事儿

，

但凡月入万余元的都

市白领

，

便可轻松新马泰

5

日游

，

或者

去日本京都看一场樱花

，

最不济也能

去香港

、

澳门坐坐天星小轮

，

顺便去买

一堆免税品

。

无一例外

，

人们最直观的

感受是和国内相比

，“

便宜

、

便宜

、

便

宜

”。

这就不难理解

，

在深圳的皇岗

、

罗

湖

、

福田口岸

，

总是有屡禁不绝的水货

商

，

拖上大箱子

，

每日如蚂蚁搬家

，

往

返于内地香港两地

，

纸巾

、

化妆品

、

益

力多

……

尽在水货名单之中

。

事实上

，

除了原本存在的相应税

收之外

，

通货膨胀俨然已开始影响中

国人的吃穿住行

。

引用方正证券首席

经济学家任泽平的说法

：“

中国的

CPI

将近

2%

，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

中国

已经负利率了

。”

不管这一说法是否严

谨

，

但当通货膨胀率高于银行定期存

款利率

，

负利率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

在所谓的负利率时代

，

越来越多

的未曾在资本运作

(

最典型的是炒房

)

中获得原始积累的工薪族

，

便会有一

种直观的感受

———“

越来越穷

”，

恩格

尔系数直线上升

，

房租上涨

，

只能越搬

越郊区

，

远离工作单位所在的城市中

心

，

而这便导致了交通成本的上升

，

涉

及到

“

穿

”

字

，

除了依然伟大的优衣库

免洗衬衫

，

甚至连淘宝上曾经价格亲

切到一买十几件的纯棉

T

恤

，

都会亮

出一个令人咋舌的价格

。

至于工薪阶层的买房问题

，

则更是

进入了一个怪圈

。

人们拼命赚钱

，

将钱

存在银行获得少许利息

，

而房地产商则

向银行借钱

，

拿公众存款盖楼

，

人们呢

，

得首付

、

贷款

、

接着还贷

……

早几年

，

有

决心有胆量炒房的人

，

早已变成了富

人

，

转而进入了二级市场

，

而手里攥着

定期存折迟迟不出手的人们

，

最后的结

果便是房地产泡沫里的接盘侠

。

在我们封面智库举办的一次公开

沙龙里

，

嘉宾们曾就

80

后的生存状态

展开讨论

。

和

90

后

、

00

后相比

，

80

后

的父母多为

50

后

，

未能在时代的政策

红利里获得更多的与付出相匹配的财

富

。

一代人的成长

，

最主要的是大势的

推动

，

接下来才是个人的

“

术

”，

无论是

获取财富的方法论

，

或是实现阶层上

升的凭借力

。

但不可否认的是

，

在中国

阶层流动相对放缓甚至停滞的今天

，

80

后在负利率时代所承担的正是陷

入

“

隐性贫穷

”

的风险

，

正如

“

雨果奖

”

获奖小说

《

北京折叠

》

所描述

，

第三空

间与第二空间

、

第一空间的差距正在

拉大

，

甚至于在未来发展成为阶层之

间的鸿沟

。

是的

，

越是努力工作

，

越是感觉到

“

越来越穷

”，

完全无法走出沼泽地的

感觉

，

大约也会给未来的知识穷人们

带来难以想象的精神冲击

。

如果一个

社会

，

无法依靠规则来获取应得的报

酬

，

而只能游离于投机之中

，

侥幸赢得

较好的生活下去的资本

，

那么它所拥

有的基础无疑会处于摇摇欲坠之中

。

我想

，

这是每一个人所不想看到的

，

无

论是陷入了

“

隐性贫穷

”

的工薪阶层

，

还是将其视为获利基础的富贾豪商

。

（作者为封面传媒副总裁）

【庄周梦蝶】

除了原本存在的相应

税收之外， 通货膨胀

俨然已开始影响中国

人的吃穿住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