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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牢牢把握

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

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

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助于促进

社会的稳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既

要有“加法”，又要有“减法”。

“加法”主要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

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

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老百姓的收入追

得上甚至超过物价的上涨，让老百姓敢

花钱，有钱花。还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

收入，使大量低收入者进入到中等收入

者行列中来。要注意缩小城乡差距，让

农村低收入者跻身到中等收入者行列

中来。

“减法”主要是减税减负，分配时政

府少拿些，让利于民，尤其在初次分配

时，降低税收，使企业获利空间较大，能

够承担劳动力成本上升，又无需转嫁给

消费者。事实上，国家财政收入猛增，减

税空间很大。与此同时，加大对医疗、教

育、保障性住房等公共产品的投入，解决

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使其再也不必为教

育、医疗、养老等拼命攒钱。

“加法”也好，“减法”也罢，这些招数

都涉及机制改革，都需要政府拿出决心

和勇气，更多地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尽

快实现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发展

导向的转变。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
要做好“加、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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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费不能成为某些人的小金库
“所谓的童话大王，真是刺痛了

班干部的心。”

——小学生致信郑渊洁，为他

在微博里说小学生班干部制度是在

培养“汉奸”一事予以回击，称其“刺

痛了班干部的心”，并表示今后再也

不会去读他的童话了。

“我只是对不争气的自己感到抱

歉。”

——昨天，董洁在微博里倾吐了

一件烦心事：想为儿子顶顶找一个幼

儿园，却因为一家三口不是外籍，而

被幼儿园的保安给拒了。这让董洁

十分无奈，感叹自己“不争气”。

星 雨

看电视剧，我曾

看到演员在宣读骆宾

王《为徐敬业讨武瞾

檄》时，把全文最后两

句中的“请看今日之

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里的“域”字，念

成了“城”字；在看一家老年大学展出学

员书画作品时，竟把人们熟知的李白《独

坐敬亭山》的五言绝句，书为王维所作。

我找到出刊者，望能改一改，但他们一直

未换，这个“相看两不厌”的错位人，直到

下期换展时才拿了下来。

近日，我在看电视相亲节目时，又听

到他们在念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一诗

时，却把最后一句“淡妆浓抹总相宜”中

的四个字，颠倒换位，念成“浓妆淡抹”，

在场的嘉宾贤主，人人听之任之……

中国古典文学，博大精深。对一般

的人来说，把这类诗文念错了、说错了，

不足为奇；但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

丁”的场所，出这种不该出的差错，那就

值得深思了。

在引经据典时，如何做到精准无误？

以愚之见，一定要在引用之前，就做到字

斟句酌。拿不准的字句，可翻翻字典，上

网查查。如果你在引用“士为知己者死”

这句古话时，只要不说是出自何人的口，

谁也不会说你有误。倘若说是出自司马

迁之口，那就有一字之差了。因为司马迁

在其《报任安书》一文中，原话为“士为知

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这里的“说”字，

古时与“悦”字相通，即“喜欢”之意）。

司马迁这篇千古流传的奇文佳作，古往

今来，仁人志士反复引用，我辈应当多读经

典，苦学佳作，再加上精心考究，字斟句酌，

就一定会用准用好中华国学。

引经据典慎思量
本报特约评论员 张振国

锐评Rrui ping

“如不尽快采取措施，掌握大笔科研经

费的教授群体可能沦为新的腐败高发人

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一位检察官

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警示。(12月15

日《中国青年报》）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大学腐败案件

频繁曝光。据了解，高校科研经费腐败

已经成为新问题：教授们在科研经费支

配上不乏混乱现象，一些课题经费直接

变成了个人收入，而围绕科研经费甚至

形成了一条隐秘的腐败生态链，在这一

链条上，有教授、有财务会计、有科研仪

器采购人员……

科研经费，顾名思义，就是用在科研

上，但实情并非如此。高校科研经费数额

巨大而监管形同虚设，上边往往只管审批、

下拨及课题验收，对经费的使用环节的监

管则近乎“真空”。截挪侵占，虚报冒领，仪

器设备采购都频现漏洞，而真正用于项目

的，有的只占40%。高校“吃经费”渐成腐败

风景。当科研经费处于一片乱象，其结果

不仅会害了科研，还会害了教授。

科研经费不能成为某些人的“小金

库”，要想科研经费能够花在科研上，那就

先让科研经费透明起来，无论是申报，还

是花费，直到最关键的审核验收，都应该

公开透明。公款支出的透明已成不可逆

转的趋势。检查官的警示如能促使科研

经费的申请和使用转向公开透明，那倒是

善莫大焉了。

快评Kkuai p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