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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当官好不好好帖

今年 2 月，贵州铜仁市委
召开干部大会。市委书记廖
国勋宣布：贵州省委决定，张
政同志任中共铜仁市委委员、
常委、副书记 (保留正厅长
级)——短短一则消息，网上
迅速流传。啥原因？因为张
政并非一般百姓，乃央视名嘴
也。一个电视台主持人，闷声
不响，咋噌噌噌一家伙就弄了
个市委副书记，还要保留正厅
级呢，这官也当得忒容易了
吧？其实不是，张政从政，已经
有些年头，人家早就在央视当
了中层干部，几年前就到新疆
阿勒泰担任地委副书记了。从
新疆到贵州，都是地市级单位，
都当副书记，平调而已，不必大
惊小怪。

记者当官，张政还算当得
小的。徐光春，若干年前曾是
新华社安徽分社一普通摄影
记者，先后到上海分社、北京

分社、《光明日报》工作，再经
中宣部、广电总局历练，2005
年被中央任命为河南省委书
记，一干就是五年，将河南省
的软形象和硬实力都有所提
高。杨振武，上海市委常委兼
宣传部长，从《人民日报》河北
记者站干起，一步一步，走到
今天。这些都是大的，至于某
省市某某总编副总编，或者中
央某媒体驻地方某站长副站
长，到地方担任什么厅长局长
副厅长副局长之类，那就实在
太多，举不胜举了。

记者当官好不好呢？当
然好。否则，张政他们就不会
放着京城好端端的日子不过，
偏偏跑到新疆、贵州那么偏远
闭塞的地方去上班了。美国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有一理
论，他认为，人一生的需求，从
低到高，分五个层次，从生理、
心理、归属、尊重，直到自我价

值实现。一个个需求满足了，
你这人也就幸福了。时下中
国，乃至过去中国，都是讲究
地位等级的社会，从一媒体记
者，到政府官员，从一科级处
级，到局级部级乃至更高级，人
往高处走嘛，这不既光宗耀祖，
也实现自我价值吗？何况官做
得越大，管的人和事越多，不就
越能为更多的人民服务，越能
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吗？

说完当官之好，还得说说
当官的不好。老詹是曾经当
过官的。上世纪 90 年代初，
曾由《经济日报》派往河北保
定挂职任副市长，干了一年
多，坚决回来了！为什么？因
为我觉得当官不好。一是整
天忙忙碌碌，会议开了不少，
解决问题不多。二是上下关
系复杂，谁是谁的人，谁和谁
不对付，根本搞不清楚，活得
比较累。三是即使坐在台上，

也是一旁陪听，真是度日如
年，浪费时间……总之一句
话，老詹这性格，不适合当官。

当官这事情，有的人觉得
挺好，有的人觉得没劲。这与
多年养成的习惯和人生观有
关。记者的长处是脑子灵活，
善于发现新苗头，勇于开辟新
思路，而且大多文字能力较
强，如果环境能让他展其所
长，前景还是相当看好的。但
是，记者在新闻单位干久了，接
触面并不广，人际关系处理是
其弱项，各种复杂矛盾的协调
处理，远不如地方官员，这些弱
点不注意克服，仕途难免磕磕
绊绊，行之不远矣。当然，事情
都是发展变化的，比如张政，再
过些年，正厅级回到北京，升成
个副部级，当上中央电视台台
长亦未可知，那不又回归新闻
单位了吗？（有删节）

□詹国枢（摘自新浪博客）

博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af347c01010cs9.html?tj=1

10元购买力
【热词渊源】

2012年3月，广东全国人大代表林道藩，利用
两会会议间隙，来到北京西绒线菜市场做的物价调
研。他用10元钱买东西，可买3个苹果或者5根黄
瓜或者5张地铁票。3月11日，来自全国各省的网
民、市民群众自发组织了“10元购买力”的大调研行
动，从“后方”配合代表，补充数据资料。（综合）
【特别阐释】

走在街上，拿着10元钱，或许买不了一杆秤，但足
以作为一杆秤，形象秤出民意焦灼。朋友一起去饭店
吃饭，点了“西红柿炒鸡蛋”，结果端上来确是“鸡蛋炒西
红柿”，原因就是，鸡蛋每斤3.6元，而西红柿每斤5元。
房价高企，没有谁指望10元钱能买下一块砖头，但至少
生活成本要让民众满意，毕竟这是最现实的问题。

一国两气
【热词渊源】

针对《政府工作报告》中“2015年PM2.5监测
要覆盖所有地级以上城市”的目标，日前全国人
大代表钟南山就此表示，建议PM2.5的监测点应
在今年全面展开，而不是等到 2015 年。他表示，
大气污染不是孤立的，政治体系可以“一国两
制”，但不能“一国两气”。（综合）
【特别阐释】

一国两气，钟南山的说法让人过目不忘，像概
念一样迅速流传。当我们的呼吸为PM2.5所困扰，
当PM2.5的检测成为各个城市必须面对的首要问
题时，治理的路径和方法最为关键。而治此顽疾，不
是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治脚那么简单，“解决大气
是全国乃至全世界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要通过汽车
尾气治理、退耕还林、植树造林等途径改进我们的生
态，而这是最难的。

拍照点名
【热词渊源】

近日，南师大文学院推出“拍照点名防缺
课”，具体做法是：每节课上课前，学习委员负责
拍摄教室里老师和到课学生的“全景照”，课后将
照片上交给学院，学院根据照片“搜索”缺课学
生，点名结果将作为每学期评奖评优的重要依
据，并与综合测评成绩挂钩。（据《新华日报》）
【特别阐释】

尽管当事学校也有解释，但并不影响“拍照点
名”一词的流传。想起上大学时，一位老师说的话：
一位好的老师，不会利用点名来把学生固定在教室，
不会只去复述别人的研究和观点，不会利用考试分
数来威胁学生。大学嘛，大家一起来学习。有趣的
是“拍照点名”这种创举，不知道一些重要的公务会
议是否可以借鉴？好像以前有人也拍过，不仅拍到
了或有空席，也拍到了百般睡姿。

酱油课
【热词渊源】

广州的中山大学开公选课，其中一门有关遗
传科学，原名《人类遗传学》，没多少学生选，后来
改名《哈利·波特与遗传学》，立即大受欢迎。不过
一堂课后，学生大呼上当，近一半人立即退课。此
课被人称“标题党”。如今学生选课，不仅青睐名
字时髦如《爱情心理学》的课程，更是喜欢那些“不
太点名，逃课安全”、“过关轻松，易拿学分”的，这
些课被学生称为“酱油课”。（据《羊城晚报》）
【特别阐释】

所谓酱油课，问题不在教师与学生，而在
教学体制。一则与此有关的典故，却足称佳
话。北大钱理群教授曾出版《我的精神自传》，
谈及写书原因，他说想在北大开一门课，讲讲

“我的回顾与反思”，但是在学校的课程安排上
却叫作“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课题”。原来，根
据学校安排，老师开的课，符合计划要求的才
算数，才算老师的工作量，给听课的学生学分；
不符合的，就不予承认。于是，他与系主任陈
平原“合谋”的结果是：“以不切题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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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木有吃过“康帅傅”，用过“周住牌”洗衣粉，喝过“王老古”和
“脉劫”，在3·15这天，大家一起来吐槽，你还遇到过哪些坑爹货。

那些年，我们一起买过的坑爹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