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菜一碟】

再融资本身并没有优

劣之分。 大家应该把

关注的焦点， 放在融

资方案具体条款上。

【青青世界】

滞销菜帮扶就是给农

民一次改变的机会，

这， 就是滞销菜帮扶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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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人的群体塑造

余胜良

在一次读书交流会上

，

一位深圳

朋友将

《

人类简史

》

和潮汕文化结合起

来

，

说潮汕戏曲普及让中国最优秀的

传统得以保存

：

团结孝道

，

练就了潮汕

地区的文化

。

《

人类简史

》

提到同样的故事对一

个群体共同价值观的影响

。

潮汕地区

的确流行戏曲

，

大一点儿的村子都有

戏台

，

重要日子都要唱大戏

，

主要是以

忠臣孝子烈女节妇等世俗性的历史人

物故事为主

。

深圳朋友举了个薛仁贵

征西的例子

，“

番邦公主喜欢薛仁贵

，

要结亲

，

结亲了战事就可以停息

，

对国

家也有好处

，

但薛仁贵有结发妻子

，

不

能辜负

，

最后番邦公主做小

，

皆大欢

喜

，

这个处理兼顾各方利益

，

又体现了

家庭和国家观念

。 ”

估计男人们更喜欢这个结果

，

什

么问题都解决了

，

还能得异域风情的

公主做小老婆

。

戏曲

、

评书很容易传播

，

就像现在

的影视剧一样

，

而且是反复上映同一个

曲目的影视剧

，

很容易深入人心

，

共同

的文化作品铸就共同的价值观

，

这点

《

人类简史

》

说得没错

。

不过薛仁贵这个

故事全国各地流行

，

影响也是全国性

的

，

并不是潮汕地区独有

。

潮汕地区流

行戏曲

，

其他地方也流行

，

同样地

，

都在

被边缘化

，

后继乏人

，

潮汕地区的本地

戏剧演出人才老化

，

已难以为继

。

更能显示潮汕地区本地文化特色

的是拜神

、

祭祖和求签

。

这三者之盛

，

超乎想象

。

2008

年第一次见识到了汕头人

怎么拜神

，

在汕头市潮南区谷饶镇车

站旁的一个空地上

，

中小学生们吹着

笛子等乐器

，

集体走位排演

。

这种规模

的排练

，

没有校方的允许和组织是不

可想象的

，

第二天看到男丁表演

，

口中

呼呼有声

，

走路和跳跃激烈紧张

，

有很

强的实战感

。

敬神是大节日

，

异地谋生

者都要在节日这天回乡

。

在陆丰

，

我见识到当地对寺庙的

由衷热情和信任

，

人们跪匐在寺庙院

落的空地上

，

烧香求签

，

要烧的东西很

多

，

有人会拖着小推车拉得满满的

，

烧

得烟雾缭绕

，

求签并不容易

，

有着一套

规则

，

迟迟难以求得的

，

心理上会认为

是神明对自己不满

，

会难过哭泣

，

解签

是个相当大的产业

，

庙门口一字排开

，

生意兴隆

。

和北方家庭男丁成长起来就自然

分家不一样

，

这里的家庭依然维持着

庞大的规模

，

成年兄弟还会维持在一

个家庭里

，

人们倾向于认为大家庭意

味着更好的社会评价

。

到处是家族祠堂

，

不管走到哪里

，

都知道自己归属于哪个祠堂

。

祠堂有

专人打理

，

后人要不时祭拜

，

宗祠之间

经常会有联系

。

当地官员退休后

，

会将

相当大精力用在宗族会上

，

担任宗族

会主要职务

。

人们说春节不热闹了

，

是缺少仪

式感

，

但在潮汕人这里

，

拜神

、

祭祖和

求签都充满仪式感

，

要不停跪拜

。

在仪

式感中

，

个体成为整体的一员

，

感受到

一个群体的接纳

。

对宗族和宗教的依赖有历史原

因

，

当地人长期以来信赖宗亲

，

解放后

当地也要打破宗祠势力

，

不过后来又

迅速恢复了

。

当地的诸多社会现象

，

都

可以用宗族信赖来解释

。

土地资源分配中

，

村集体

（

跟宗祠

联系紧密

）

一级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

，

宅基地买卖随处可见

，

因为大家都这

么做

，

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

，

毁约的也

很少

。

导致的后果是政府规划较弱

，

城

市建设整体上像个大农民村

，

城市建

设欠佳

。

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得到完全贯彻

，

是因为当地人互相包庇

，

包括政府人员

也参与其中

，

有公职者只要稍稍避嫌就

可以生下二胎甚至三胎

，

因为当地普遍

相信

，

没有男性后代是对祖宗不敬

，

生

下多个男丁才能光耀门楣

，

宗族在这方

面的影响力可以消解政策

。

当地治安不佳

，

也跟宗族强大有

关

，

毒品

、

走私都需要一个团体做支

撑

，

除了少数基层政府官员

，

还有整个

村子的同姓做后盾

，

所以到当地扫毒

需要调外地警察

，

需要上千名警察配

合

。

因为吸毒的多

，

也是治安不佳的一

个原因

。

由于公权力在维护治安上的

能力缺失

，

又给黑势力生存空间

。

当然共同的宗教活动

、

宗族信赖

也给当地带来很多好处

，

那就是强大

的归属感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对再融资不必总是莫名恐慌

蔡江伟

这两天

，

中国农业银行

1000

亿再

融资的消息在市场激起千层浪

，

有赞

有弹

。

赞成者认为

，

这将充实农行的核

心资本

，

增强其竞争力

。

弹之者则认

为

，

在大盘目前上下两难的情况下

，

这

将成为市场下跌的导火索

，

理由是

10

年前中国平安也曾筹划过一次

1500

亿的再融资

，

成为了当时压垮市场的

最后一根稻草

。

在

A

股

，

提到融资

，

似乎总有人

“

联想

”

到抽血

，

尤其当市场调整时

，

关

于融资对市场的压力总要被拿出来挞

伐一番

。

应该承认

，

在过去几年

，

A

股

每年动辄几千亿的

IPO

募资

、

上万亿

的公开或定向增发

，

确实给市场造成

了一定的压力

，

一些公司的定增股份

解禁的时候

，

往往也同时伴随股价下

跌

，

但时间的先后

，

并不总是等于逻辑

上的因果

。

此前

A

股不少上市公司的再融

资案例之所以为人诟病

，

一个因素是

一些公司的股价被持续高估

，

导致一

、

二级市场存在套利空间

，

甚至多次出

现上市公司前脚刚增发后脚就减持的

情形

。

不同公司的再融资方案也良莠

不齐

，

一些公司甚至趁机将有毒资产

高价卖给上市公司

，

损害中小投资者

利益

，

A

股近期频频曝出的商誉减值

等资产减记案例

，

便是前几年套利式

融资的结果

。

回到技术细节上来

，

农行此次再

融资方案

，

增发对象为汇金公司

、

财政

部

、

烟草系

4

家公司和新华保险

，

他们

未来在二级市场减持的可能性和动力

并不高

。

而且由于国有企业增发价格

不能低于每股净资产

，

可以预期的是

，

增发价将不会低于公告当日的收盘价

（

除权

），

这并不会摊薄现有股东的权

益

。

而反观当年的平安再融资案

，

是在

牛市的最后疯狂期

，

以市价公开增发

，

如果实施

，

公募基金等机构迫于资金

压力

，

需要抛售股票参与认购

，

自然对

市场形成较大心理冲击

。

两相比较

，

不

可混为一谈

。

需要厘清的是

，

融资是股市的天

然功能

，

没有融资的支持

，

万科

、

招商

银行等可能成不了行业的翘楚

，

京东

方恐怕也难以熬过持续亏损

，

更无缘

跻身面板行业巨擎

。

不少投资者对再

融资的恐慌

，

主要还囿于股价涨跌主

要由资金推动的惯性思维

，

认为再融

资会分流资金

，

进而令股价承压的想

法

，

实际上偏离了股价最终由价值决

定的根本逻辑

。

证监会在去年出台了再融资新

规

，

对定增等再融资行为进行了规范

引导

。

此前针对一些忽悠式重组案例

的及时监管

，

也堵住了有毒资产借机

流入

A

股的通道

。

作为一种国际资本

市场上通行的手段

，

再融资本身并没

有优劣之分

。

大家应该把关注的焦

点

，

放在融资方案具体条款上

，

在真

实

、

充分

、

准确的信息披露前提下

，

投

资者在理性决策的基础上

，

为自己的

行为负责

；

而监管的重点

，

则应防止

有人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

呵护市场

三公原则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念念有余】

共同的宗教活动、宗

族信赖也给当地带来

很多好处， 那就是强

大的归属感。

乾县酥梨公益行记

赵青

发生酥梨滞销的上陆陌村离县城

不远

。

如果开车

，

从乾县县城出发

，

到

上陆陌

，

只需要

20

分钟的时间

。

上陆

陌交通便捷

，

出村不到

10

公里

，

就是

高速路

，

一路通到全国各地的每一个

角落

。

这样便捷的交通

，

让上陆陌的滞

销

，

发生得有点不同寻常

。

后来

，

我才知道

，

上陆陌的滞销

，

其实没有一丁点不同寻常的地方

。

看

着不同寻常

，

只是因为我们对农民的

艰难理解得还不够深刻而已

。

当车慢慢驶入陕西咸阳市乾县上

陆陌村的时候

，

映入眼帘的

，

是村里整

齐的二层小楼

，

家家户户门口停驻的

家用轿车

。

这样的景象让人有点意

外

———

原来上陆陌村这样的富裕

。

这

样的景象也不禁让人开始怀疑

———

这

么富裕的村子还会发生滞销

？

思绪没有飘多远

，

一阵阵梨腐烂

以后产生的掺杂着酒精味道的复合气

味就飘进了鼻腔

———

这

，

正是四九的

天气

，

中国北方地区一年中最冷的时

候

，

街道上梨的腐烂气味却能让你错

以为正值盛夏

。

酥梨一片一片摊在路

边

，

有烂了一小块的

，

有烂了一大片

的

，

有烂了一整个的

……

酥梨张着黑

色的大嘴

，

流着掺了果糖的口水

，

喷着

腐烂的口气

，

散发着滞销后令人崩溃

绝望的气息

。

梨

，

当然还是有保存完好的

。

黄土

高原的窑洞冬暖夏凉

，

从前住人

，

现在

住梨

。

50

米长的窑洞

，

5

米宽

，

满满地

堆着一筐一筐的酥梨

，

满眼望去

，

就是

酥梨的海洋

。

老乡说

，

这一窑洞的酥

梨

，

有

6

万斤

，

而这样的窑洞

，

在上陆

陌村数之不尽

。

上陆陌的酥梨

，

确实是滞销了

。

有一片被砍掉的梨树林

。

这片树

林大概有

5

亩

。

农户因为今年酥梨难

以销售

，

伤心之余把梨树都砍了

，

只剩

下了空空的树干

。

农户说

，

砍成这样

，

明年这棵树就不能再挂果了

。

如果想

让树再重新挂果

，

只能重新嫁接

，

等

3

年

。

3

年之后

，

树可以重新挂果

，

5

年之

后

，

树会进入盛果期

。

这些树

，

树龄已

经有了

20

年

。

果农说

，

树越老

，

挂的果

子其实越好吃

。

20

年的果树

，

其实已经过了盛果

期

，

不论是产果的数量

，

还是产果的外

观都大不如前

，

再加上日新月异每年

更新的果树品种的冲击

，

20

年的老梨

树生产的酥梨

，

在商品市场上早就没

有了竞争力

。

20

年前

，

靠着这些梨树

，

上陆陌村的果农实现了脱贫致富

，

过

上了富裕的生活

。

20

年后

，

因为这些

梨树

，

上陆陌村的果农失去了前来收

梨的客商

，

无奈面对即将返贫的事实

。

都说

30

年河东

，

30

年河西

，

上陆

陌村的果农没等到

30

年

，

就迎来了滞

销的命运

。

从理性的角度来说

，

这样的

滞销

，

是技术的进步

，

是市场的选择

，

是农业产业化的必然

。

然而

，

从感性的

角度

，

面对那一堆又一堆腐烂的酥梨

，

我们不能不心痛

，

不能不感伤

，

不能不

同情同理

。

我知道每个人都要为自己选择的

生活负责

，

可是眼看他人一年的辛苦

付诸东流

，

每一个心灵柔软的人

，

都想

做点什么

。

在上陆陌村采购滞销酥梨

的

3

天里

，

我一直在想

，

怎样才能让农

民摆脱这样的命运

？

到底应该做什么

才能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

一遍一

遍地问

，

一遍又一遍

，

我没有想到任何

答案

。

有人告诉我

，

农产品滞销是农业

进步的必然

，

农产品不滞销

，

农民永远

不会去改良品种

，

对滞销农产品的采

购

，

只是让农民看到了一个假的希望

。

也许这样的说法真的是对的吧

！

可是

，

当你看到农民真诚的笑脸时

，

你

会知道

，

对滞销菜的采购

，

绝不是一个

假的希望

，

而是一次救赎

———

一个让

他们有可能改变种植品种的机会

，

一

个让一个家庭避免贫困的契机

。

滞销菜帮扶就是给农民一次改变

的机会

，

这

，

就是滞销菜帮扶的意义

。

（作者系“最美菜公益基金” 志愿

者）

女人价值的再发现

木木

男人与女人

，

实在是两个物种

。

这

么说的明证就是

，

双方打嘴仗的时候

，

经常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就是

“

跟你没

法儿沟通

”！

前几天

，“

当当

”

的男当家的

，

在朋

友圈发了一段

“

人生感言

”，

说

，“

所谓

的婚姻就是

……

有时候很爱

‘

他

’……

有时候想一枪崩了

‘

他

’……

大多时候

是在买枪的路上遇到了

‘

他

’

爱吃的菜

……

买了菜却忘记了买枪

……

回家过

几天想想还得买枪

……”

感言中的那个

“

他

”，

被本人加上了

引号

，

李国庆原文中是没有引号的

；

鉴

于这段肺腑之言宣示的时机过于

“

精

准

”，

本人认为还是加上引号更合适

。

有

了这个引号

，

这个

“

他

”，

显然就既可以

是

“

他

”，

也可以是

“

她

”，

在剔除了略带

“

歧视性恶意

”

味道的同时

，

好像会显得

更理性

，

也更有一些自省精神

。

这当然是外人吃饱之后围观之时

的一种揣测

，

没准儿人家李国庆根本

就没那么

“

复杂

”。

但别管怎么说

，

这样

一段人生感悟说出来

，

倒足以说明男

人与女人的差别到底有多大了

。

虽然差别很大

，

甚至到了

“

无法沟

通

”、

是

“

两个物种

”、

要

“

枪毙

”

的地步

，

但鉴于古往今来所有男人都是女人生

出来的这个颠扑不灭的事实

，

似乎

，

男

人就真是离不开女人

。

当然

，

离不开是

一回事

，

把女人

“

掳

”

在身边

，

是当

“

女

神

”

供着

，

还是当

“

贱内

”

使唤

，

当然又

是另一回事

，

而且

，

或许恰恰因为有

“

后一回事

”

的需求

，“

前一回事

”

也就

更变得天经地义

、

再正常不过了

。

至于

，

女人离不离得开男人

，

这倒

不太好说

。

如果抛开单纯的繁育后代

这件事关人类命运的大事不考虑

，

对

女人而言

，

没有男人在眼前

、

身边出

没

，

似乎也没什么不可以吧

。

这应该不

是瞎说

。

据西方的未来学家研究

，

随着

生殖技术出现颠覆性的进步

，

男人的

存在价值总归会趋向于

“

零

”。

也是

，

丧

失了这个本源性的价值

，

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男人

，

好像倒真是不吃劲

。

其实

，

这一点

，

古人好像早就看明

白了

。《

西游记

》

里不是就有一个

“

女儿

国

”

吗

？

唐长老来之前

、

走之后

，

人家的

日子可是过得平静又幸福

。

这一点

，

即

使在生活于

“

浊世

”

中的读者看来

，

居

然

，

也没有一丝一毫的违和感

，

甚

而

———

别管男女

———

还会生出丝丝缕

缕的向往之幽情来

，

大约也能算得个

证据吧

。

相对

“

女儿国

”

而言

，

在这个世

界 上

———

别 管 是 现 实 中 还 是 想 象

里

———

都绝不会存在一个

“

男儿国

”，

一堆男人整天大眼瞪小眼着

，

搞出那

样一种热气腾腾

、

混混沌沌

、

不清不楚

的场面来

，

仅仅想一想

，

恐怕都要浑身

起鸡皮疙瘩吧

。

基于男人离不开女人

、

女人可以

没有男人这样一个事实

，

我们基本就

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

，

即对人

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而言

，

女人的价

值应该更大一些

，

最起码

，

也不应该比

男人的价值低

。

但历史和现实显然比

较冷酷

，

并没有给女人这个公道

。

从这

个角度看

，

女人的价值是被 低 估

了

———

被男人和被自己

。

在此

，

我们或许可以借鉴一下

“

股

神

”

们的话术路数

：

所谓的

“

价值投

资

”，

就是发现价值洼地

，

然后持续投

入

，

耐心持有

，

直至价值得到广泛认

可

。

对这个世界上的女人们而言

，

她们

显然也需要这样一个被发现

、

被认可

的过程

。

当然

，“

股神

”

们

———

大多数是

男人

———

说得好

，

并不意味着他们也

能做得好

，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

，“

说

”

和

“

做

”，

似乎从来都是两回事

。

去年还是前年

———

记不太清了

，

美国的

“

好事者

”

发布过一组关于各国

劳动参与率的调查数据

。

数据显示

，

中

国人的劳动参与率达到

76%

，

高居世

界第一

。

更让人吃惊的是

，

如果相对于

巴西

、

菲律宾

、

印度等国

，

中国男人

90%

的劳动参与率

（

真不知道这个数

字是不是有点儿过于夸张

）

还算比较

正常的话

，

中国女人的劳动参与率就

有点儿吓人了

，

居然将近

70%

！

而法国

男人的劳动参与率也才

62%

。

美国人搞这样的调查

，

大约也是

想深挖一下这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

高速发展的原因吧

。

这也确实是一个

实实在在的原因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

妇女能顶半边天

”，

甚至

“

能顶大半边

天

”，

倒真是一句大实话

；

没有女人全

面而深入的参与

，

中国的经济成色

，

起

码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缘木求鱼】

没有女人全面而深入

的参与， 中国的经济

成色， 起码不会是今

天这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