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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世说新语

守护梁漱溟

本报记者 林 衍

梁漱溟的墓， 坐落在山东省邹平县黄
山的半山腰里。 冷冷清清的石级之上， 70
岁的王泽浦一手拿着竹夹子， 一手提着垃
圾袋， 正在捡拾路边的垃圾。

老人的家就在墓地旁的一间红砖房

里， 房前有他用树枝搭就的篱笆门和一个
空荡荡的鸟笼。 他本可以住在山下的老年
公寓中， 却已经寄居山上， 守墓11年。

墓里葬着的人， 曾被誉为 “中国最后
的儒家”， 他提出过 “复兴民族在于复兴
农村” 的观点， 并在邹平搞过7年乡村建
设。

墓外的老者， 对这一切知之不深， 11

年来， 他所谨记的， 只不过是 “让先生的
墓干净一点”。

王泽浦穿一件深蓝色的工服， 衬衫的
扣子系到最上面一个。 他一辈子务农， 只
念过初中， 上学时 ， 没少听老师们回忆
“梁漱溟在邹平的事迹”。 2000年， 他上山
当了护林员 ， 住的红砖房正挨着梁漱溟
墓。

让他惊讶的是， 眼前的墓地竟与荒地
无异， 荒草长了 “半人多高”， 果皮满地，
游客大小便的痕迹依稀可辨， “实在是不
落忍”。

正是这句 “不落忍”， 让他用了几天
的时间为墓地拔掉荒草， 扫清污垢， 也让
埋骨他乡的梁漱溟 ， 从此多了一个守墓
人。

之后的11年里，每隔上一两天，王泽浦
便要来到墓地，将梁漱溟的墓碑擦拭干净，
把被风吹走形的花束放回摆好， 再将空场
上的落叶和断枝一一扫清，在屋里，光是扫
秃了的竹编扫帚，就能找到两三把。

“干这个活儿就是个良心活儿， 等到
人来了再收拾就太不像样了。” 王泽浦坐
在漏雨漏光的红砖房里， 仅有的单人沙发

已经磨得露出了海绵。
山上不通电， 没有自来水。 其他几位

护林员下班便回家， 但王泽浦却 “吃住在
山上”， 晚上点蜡烛， 门口支着个扁担挑
水用。 相熟的爬山者管他叫 “老光棍儿”，
却不知道他的四个儿子早已住上了楼， 曾
三番两次要 “接父亲回去”。

老人说， 他不放心梁先生的墓园， 每
年大年三十 ， 他会回家 “吃顿饭 ， 睡一
觉”， 初一早上便回来。 他坚持， “到死
的时候才下山”。

除了这个身居深山的老人外， 人们
似乎正在一点点地将梁漱溟淡忘。 墓碑前
摆放的花束早已干枯， 祭拜者越来越少，
上山游玩的学生们甚至懒得迈步走上这几

十级台阶， 而更愿意到不远处一个归国华
侨墓地的凉亭里 “打打牌”。

但王泽浦不想放弃。 去年年底， 他给
邹平县文化体育和旅游事业发展局写了一

封建议信， 提议在黄山广场里设置一个梁
漱溟墓的指示牌 ， “让邹平人记住梁先
生”。

包括王泽浦的家人在内， 没人能说得
清老人为什么如此执著。 事实上， 他至今

都说不清楚梁漱溟的学术成就， 甚至从没
看过 “梁先生生前的照片”， 他一度认为，
“梁先生应该是很魁梧的一个人”。

谈到守墓的原因， 这个有着浓重山
东口音的老人总是来来回回地重复着一句

话， “他对邹平有恩， 当然不该忘了他。”
一开始， 老人读不懂梁漱溟碑上的碑

文断句， 他便跑到山下的高中， 拽着语文
老师给他讲解， 遇到上山祭拜梁漱溟的大
学老师， 他就请他们给自己翻译碑文， 然
后用蓝色圆珠笔一笔一画地记在自己的笔

记本上。
当地研究邹平历史的专家王中修还记

得， 不仅是梁漱溟墓碑上的碑文， 老人还
想搞清楚墓地上赵朴初 、 冯友兰 、 任继
愈、 启功等人为梁漱溟题写的碑文各自
“是什么意思”。 他甚至明确向王中修提
出， 连这些学者个人的经历 “最好都要讲
来听听”。

如今， 梁漱溟墓碑上672个字的碑文
与其他十几位学者题写的悼念碑文， 王泽
浦都已经可以一字不落地背给游客听， 有
时还给一些偶到此处的黄毛小子当回老

师， “他们有的横着念， 笑死个人”。

杨成兴： 个性

复旦大学等30多所
大学联系杨成兴， 希望
这名重庆市 “十佳” 中
学生参加他们的 “自
主” 招生， 只要高考上
线， 就破格录取。

但曾获得 3项国家
专利的杨成兴， 放弃了这些机会， 决定做
一名当地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的大专生。 因为， 他不愿参加高考。
在我看来， 如果他确实是根据自身兴

趣， 选择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说不定这
个独辟蹊径的年轻人真会走出非同凡响的

人生。 如果仅仅是为了与高考较劲， 而选
择特立独行， 那么在与高考的交锋中， 他
很可能只是新添的炮灰。

但愿这是一个聪明人的聪明选择，而非
青春期里一次出于彰显个性的激情冲动。

傅蔚冈： 冲动

有一首歌叫 《冲动
的惩罚 》， 上海金融与
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

蔚冈想必对这个歌名有

些体会。
4月22日 ， 药家鑫

一审被判处死刑， 傅蔚
冈发布一条微博 ， 声称到4月30日零点 ，
该微博被转发一次， 他便会捐一元钱。

显然， 这位法学博士低估了网络的力
量。 不到3小时， 该微博已被转发10万余
次。 他中途改口设定捐款上限为54万元。
即便如此， 转发量还是近40万次。

傅蔚冈感慨自己当初有些冲动， 但网
友并不买账 ， 不断有人问这次 “激情捐
款” 的后续进展。 5月7日， 傅蔚冈再发微
博， 称钱已到位 ， 正和对方沟通捐赠方
式， 尽可能以最合适的方式、 尽最大力量
保护受捐赠人的利益。

“捐赠 ， 并不只是给钱那么简单 。”
他同时颇有感受地写道。

韩方奕： 转身

在傅蔚冈那近40万
次的微博转发里， 有韩
方奕的贡献 。 4月23日
17时10分， 这个年轻人
在北京用他的 iPhone手
机 ， 为了 “爱心 ” 和
“正义 ” 转发了傅的微
博。 面对恶， 他和其他人一样义愤难平。

孰料8天之后， 返回家乡大连的韩方
奕便走了弯路。 他和父亲一起， 打死了执
勤交警卢某。

我们很难用正常的逻辑将微博上那个

看似不乏爱心并支持正义的年轻人， 与现
实中这个穷凶极恶的杀人凶手联系在一

起。 但事实就是这样荒诞到没有逻辑， 恶
念的突然迸发让善意荡然无存。

而面对这场悲剧， 我们需要反思， 是
什么让一个24岁的年轻人， 这样轻易地便
在善恶之间转了身。

李光耀： 退场

作为新加坡开国

元老之一， 又集 “新加
坡国父” 和 “现代新加
坡建筑师 ” 之誉于一
身 ， 李光耀无疑是新
加坡最为知名也最具

象征意义的一副面孔 。
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
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样， 在国内和国际
政治舞台上留下深刻的烙印。 但在5月14
日， 李光耀宣布， 不再进入政府内阁。 外
电形容， 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以来， 新加
坡内阁第一次没了李光耀的踪影。

与之前那些年轻人的冲动不同， 这位
政治老人选择退出政治舞台， 更多地应该
是出于理性。 毕竟， 纵横政坛几十年， 李
光耀明白， 塑造一个国家的未来， 需要的
是敏学求变的年轻一代。

不合时宜

宋立明

本报记者 郭建光文并摄

宋立明一心想把自己所做的善事和得

到的回报宣传出去。 一旦有机会， 他就会
高调宣传自己。 他还主动联系媒体， 请记
者来宣传他 。 他的事迹最终上了省级报
纸， 还上了中央电视台。

“这个社会太冷漠了， 我不能袖手旁
观。我想让大家知道，做好事，不吃亏。”他
坐在沙发上，边说边猛地拍了几下大腿。

今年65岁的宋立明， 是河北省黄骅市
的一名的哥。 从1971年开车起到现在， 40
年间， 他将44个伤者送到医院， 挽救了他
们的生命。 其中很多人， 如果不是他的帮
助， 很可能就到了另一个世界。

不过， 在2002年之前， 他做好事， 从
来不留名。

“做就做了， 非得让人家记着你干什
么？” 这名65岁的的哥 “嘿嘿 ” 笑起来 ，
抬手摸了摸有些谢顶的脑袋。

尽管他不留名， 一些得到帮助的人还
是辗转找到他， 登门道谢。 上门的人， 大
都会带上锦旗， 有的还会塞给他一些钱或
者礼物。 而他只收下锦旗， 将钱或者礼物
挡回去。

偌大的客厅中 ， 锦旗挂满了3面墙 。
还有一些证书被他装进一个编织袋， 放到
一个小房间内。 “太多了， 摆不下。” 这
位老人说。

一些人执意要给钱或者礼物， 他有时
还会不高兴。 曾有一次， 他把来谢他的人
留在家中， 自己甩门就走， 弄得对方不知
所措。

更多时候他会说：“不要来谢我。 别人
有困难，你帮一下，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早些年， 宋立明在单位出尽风头。 名
声有了 ， 他感觉自己 “腰杆挺直了些 ”，
也 “为社会报了点恩”。

他的童年时期， 因兄弟姐妹多， 贫瘠
的土地上， 无法产出更多的粮食， 满足5
个孩子的胃口。 为此， 他的父母就经常出
门乞讨。

这招致村里人对他家的歧视 。 有一
次， 他听到一个村里人对正要出门乞讨的
父亲说： “又带着文明棍出门了。”

“文明棍 ” 是指父亲手中的 “打狗
棍”。 小小年纪， 他已经能听出村里人话
中的嘲讽。 那时， 他暗暗发誓， 以后一定
要混出个样子。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那时人都困
难， 能给我一口饭吃， 让我活下来， 我能
不感恩？ 能不帮助别人？” 他反问道。

1993年， 宋立明从单位退休， 买了一
辆二手车， 跑起出租。 路上， 这位的哥发
现有需要帮助的人， 都会主动帮助。 慢慢
地， 他也掌握了一些急救知识。

座套总被受伤者的鲜血弄脏， 他也不
计较。 回到家中， 老伴就会给他换上干净
的座套， 也从不抱怨。

有人曾问他， 你经常拉伤员， 会不会
让人觉得你的车是 “凶车”， 没人敢坐？

对此， 他总是回答说： “我的车只会
让人感觉温暖。”

在开出租期间 ， 这名的哥并不缺生

意。 他有一些固定客户 ，
长年包他的车。 有客户对
他说， 正是因为他做的这
些好事， 才会长年坐他的
车。

可慢慢地， 宋立明感
觉到， “这个社会似乎变
了”。

有一次， 他在开车途
中， 发现他前面的车开得
不正常， 好像刻意在绕开
什么。 他跟过去后发现 ，
路中间有一个年轻的女

人， 正抱着孩子拦车。 前
面的车很多， 可是没一辆
停下来。

他忙停车问怎么回

事。那个女人告诉他，刚刚
3岁的孩子，吃东西时呛进
了气管，急需到医院。他二
话没说， 跳下车把副驾驶
的门打开，招呼女人上车。
连跑两个医院后， 孩子得
救了。在车上，那个年轻女
人告诉他， 她在路上拦了
半个小时车， 没有一辆停
下来。

如今 ， 这个被救的小孩已经长大成
人。 今年3月底， 他邀请恩人宋立明参加
自己的婚礼。 婚礼当天， 宋立明和妻子都
赶到那个村子。 吃席的时候， 夫妻二人一
直由村里的干部陪着。

“这是村里的最高待遇。” 宋立明有
些得意地说。

还有一次， 宋立明开车载着单位的领
导到外地去。 途中， 他发现一个人被车撞
倒在地， 地面上还有一摊血。 他几次征求
领导意见， 能不能先去救人， 可是领导始
终不同意。 同行的人甚至还对他说： “管
那么多闲事干吗？”

最终 ， 他没能救人 。 可是他越想越
气， 终于忍不住爆发出来： “以后救人的
事， 我说了算。” 结果， 同行的人， 一路
上都不敢和他说话。

那次， 是他唯一一次没有救人。 直到
现在， 他仍将其作为 “一生的遗憾”。

“人变得越来越冷漠了。 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不见了。” 他低声叹息道。

2001年，宋立明生了一场病，医生在其
体内放了一个支架。休息了一年，他的身体
才恢复过来。在休养期间，他一度觉得自己
的生命就快终结，必须抓紧时间，号召更多
的人加入他的行列。 他还为自己定了一个
任务：再活20年，我真的还想再救助500人！

次年， 这位的哥的身体恢复后， 开始
高调起来。 他时刻想着， 一定要让更多的
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事。

他找人写下 “为人民服务” 5个大字，
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成牌子， 就放在前挡风
玻璃那里。 这块牌子， 一直用到他最早的
那辆二手车退役。 即使在现在开的那辆桑
塔纳的后玻璃上， 还贴着 “尊重生命、 感
恩众生” 8个红字。

他还让广告公司做了一个4米多长的
大条幅， 红底黄字。 一面写着 “道德是中
华的根， 善良是民族的魂”， 另一面写着：
“忆亿万件好事我做了多少少多多少多
少”。 碰上一个热闹的时间， 他就把整个
条幅立挂在车上。

牌子和条幅做好后， 这位的哥要给广
告公司钱， 可对方不收： “你能救那么多
人， 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当时 ， 这位的哥本想开着这辆 “武
装” 过的车， 周游全国。 走到哪儿， 就把
好事做到哪儿 ， 就宣传到哪儿 。 可是 ，
“油价高得承受不了”， 只好作罢。 但是，
他并不放弃宣传自己的机会。

也是这一年， 他在报纸上看到， 当地
报社正在搞一个好人好事的评选活动。 他
立即打电话到报社， 将自己几十年来所做

的事说了一遍 。 对方听后 ， 派记者采访
他， 并刊发了他的事迹。

“好心会有好报的 ， 我就是一个例
子。” 他对来采访他的记者说。

此前， 他的一个远亲， 也是他的一个
客户， 建议他购买一套别墅。 别墅是他的
亲戚开发的， 当时售价45万元。 亲戚对他
说： “有钱就给我点， 没钱你就住着， 我
不和你要。”

这位的哥当时只凑了20.9万元， 交给
亲戚， 住进了这栋300多平方米的别墅中。

他的亲戚就住在他的房子后面一栋别墅

中。
“我想帮助他一点。 这样的好心人没

人帮， 会让他心寒。” 宋立明的这个亲戚
说， “我也想和他做邻居。 和这样的人住
在一起， 我感觉踏实。”

不过， 这位的哥 “不想欠人情”。 在
其后的几年中， 他陆陆续续给亲戚付足了
房款。 如今， 这栋小湖边的别墅价值已经
超过300万元。

房子住进去了， 可是宋立明立即感觉
到了经济上的压力。 刚开始几年， 他还能
承受。 后来， 取暖费涨价， 一年得近一万
元。 为节省开支， 他在院子里盖了两间小
屋。 冬天的时候 ， 老两口就搬到小屋中
住， 靠捡柴火烧炕取暖。

妻子曾想过将别墅卖掉 ， 换成小房
子。 可是丈夫不同意： “这是好人好报的
证明， 不能卖。”

2003年， 河北省一家媒体也搞了一个
类似的活动。 他看到报纸后， 循着电话打
过去， 希望对方派记者来采访自己。 他又
如愿以偿。 此后， 他的名字就逐渐出现在
各级媒体上， 直至中央电视台。

宋立明还自制了名片。 名片上写着一
些诸如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等励
志的话。 他还罗列了15项荣誉， 包括 “感
动河北” 十大新闻人物、 “感动中国” 候
选人、 市长特别奖等。

风言风语也来了， 他并不在乎。 “我
不怕别人说什么。” 他说。
也会有人劝他 ， 不要再 “多管闲事 ”

了 ， 以免自己摊上官司 。 可是他依旧在
做。 就在去年9月， 他连续将3个被车撞了
的人送到医院。

但南京徐老太与彭宇案发生后， 宋立
明还是感到寒心。 他说： “做100件好事，
也没有这件事对人的影响大。”

宋立明不在做好事，就在去做好事的路上。40年来，这个司机在路上救了44人。
但和雷锋不同，一旦有机会，他就会高调宣传自己。他想让人知道———

做好事，不吃亏

张伯伦：妥协不能无界限
张 伟

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名字， 已
经随着历史教科书而在中国流传。 几乎所
有学过二战历史的学生都会对如下表述印

象深刻： 由于他坚持的外交政策一步步纵
容了德国， 世界最终被拖入战争之中。

在与德国签订 《慕尼黑协定》 以后，
他在机场挥舞着帽子发表的那个演讲也让

人印象深刻。 当时， 捷克的苏台德区被割
让给德国。 张伯伦相信这是自己为换取和
平作出的贡献， 他说， 这是历史上英国首
相第二次从德国带回保持尊严的和平， 这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

张伯伦对和平的热爱， 既出于他对于
一战之惨烈的忌惮， 也出于他对英国保守
派政治外交传统的继承。

作为受过传统欧洲政治体系教育的

人， 他坚信通过谈判是可以得到和平的。
尽管在英国内部有强大的反对力量， 他仍
然把与希特勒保持和平视作最重要的事，
并不惜为此放弃小国的利益。 他为这种政
策发明了一个称号： “绥靖政策” ———后

来， 这个名词臭名昭著。
张伯伦有英国保守派的那种执拗。 即

使是他的政治对手， 也承认他是一个诚实
的人 。 然而 ， 他心里关于维持和平的思
路， 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他自诩对整个欧
洲的局势了如指掌， 为了推行外交政策，
多次亲自去德国与希特勒秘密会谈。 到最
后， 这一切为他换来的， 却是希特勒将战
火燃烧到整个欧洲的结局。 1939年， 张伯
伦被迫对德宣战。

这是他一生中少有的低落时刻 。 他
说： “我曾为之奋斗过的一切， 我曾希望
过的一切 ， 在我公务生活中曾奉行的一
切， 都毁灭了。”

即便到了此时， 他仍然抱有幻想， 开
始， 他表态称， 德国如果在两周内撤出波
兰， 他就可以容忍。 后来， 苏联步德国后

尘入侵波兰， 他又睁只眼闭只眼。 到1940
年5月7日， 当挪威陷落的消息传来以后，
一个议员在议会发言说： “让我们以上帝
的名义告诉你们， 滚！”

3天后 ， 张伯伦向国会递交了辞呈 ，
结束了他领导英国政府的历史。 此后， 他
仍然在保守派心里享有地位， 继任的丘吉
尔虽然并不喜欢他的政策， 但为了笼络一
些保守派， 仍然将他安置在政府中。

不过， 作为一个政治家， 他的外交政
策已经彻底玷污了他的名声。 即使在英国
国内， 媒体和普通人也对他抱怨有加。 直
到2006年， 在英国人排出的一份 “英国首
相排行榜” 上， 张伯伦仍然被排到了最后
一位。 媒体评价道， “张伯伦注定要在历
史的长河中永远背负骂名”。

张伯伦的失败的外交政策， 几乎使人
忽视他任首相期间在国内政策方面的许多

建树。 有人认为， 张伯伦是致力于使英国
走向 “福利社会 ” 的人 。 他所采取的政
策， 包括规定最长工作时间、 改善工作场
所标准和工作条件， 并为居住环境太差的
居民提供补助。

他在外交政策中所表现出来的固执，
同样在对内政策中起作用。 当时， 张伯伦
坚持开放的贸易政策， 尽管许多农民纷纷
施压要求保护国内的农产品， 他也坚决拒
绝。

据说， 这个在外交政策上非常保守的
首相， 在国内的改革上却带有激进倾向。
他一度考虑改革审判体系， 将义务教育体
系延长到15岁， 并准备建立医疗保险和家
庭补贴等。 不过 ， 还没等他来得及做这
些 ， 战争爆发 ， 他的政治生命也基本完
结。

为了追求国内的和平和发展机会， 他
秉持传统的保守主义观点， 追求均势和妥
协， 却最终未能避免战争， 反而使战争更
为艰难。 他留给后人的一个教训也许是，
妥协是不能没有界限的。

北京有近500万辆车，每辆车一年的停车费用在2000元以上，
一年全北京的停车费100亿元。

漫天飘来创可贴
我家在北京西城的一小区里， 已建

成7年， 四面环路， 是那种比双向车道
还要宽的路 。 但其中3条路没什么车 ，
连自行车都少， 是街区停车的好去处，
每天道边满是车。

不知从何时起， 其中3条路， 小区
对面的路边被人拉上了绳子画上了线，
被停车公司圈做停车场。 我问， 能在这
儿停车吗 ？ 答说 ， 满了 ， 包月 。 我明
白， 能操办停车公司的主儿都是有来头
的， 能把车停进去的车主也是牛人。 而
小区的车主 ， 只好把车停在余下的路
边， 违法着。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能猜到： 罚单
纷纷飘来。 某月我吃了几张罚款单， 去
罚款站交钱， 一查共12张。 警察严肃地
说， 先别交， 去交通队对付对付， 哪能
下手忒狠……没辙， 我忍着钱痛把车存
到地下停车场， 蠢， 得瑟着非买个车！

但路边停车依然火爆， 常看到一长
排车， 车车着条， 像破了口子被裹上创
可贴， 每道伤口200元， 不打折。 更不
可思议的情况发生了 ： 警察扛来隔离
墩， 把路边占了。 好个无畏车主， 愣是
沿着隔离墩再停， 路宽， 仍可过车。 为
何无畏？ 地下车库也满了， 总不能把车
扛楼上去吧。 只好顶着漫天创可贴。

之所以说警察扛来隔离墩不可思

议 ， 是因为此举损人不利己 ， 不合逻
辑。 想把车主赶到对面的停车场？ 不用
呀， 大家乐意着呢， 就是进不去； 赶到
地下停车场？ 大家也从了， 且满了， 警
察可以踏踏实实地和停车场分利了。 为
什么不把小区四周8个路边都画成停车

场， 名正言顺地收钱？ 还怕小区业主主张
地权不成？ 哦， 明白了， 罚款要比收停车
费更犀利。 一想也不对， 不扛隔离墩也能
上创可贴呀———这样搞一下子， 不仅妨碍
了交通， 把自己也累着了， 双输。

忽然打个激灵： 咱怎能以君子之心度
警察之腹？ 谁和停车场分利了？ 掌嘴！ 都
是被铜臭闹晕了。 停车场可能不会被铜臭
熏着， 最多被汽车尾气熏坏了。 北京官员
说， 停车费都 “直接入国库” 了。

目前北京有三类停车场， 其一是自有
物业设场并收费管理 ， 其二是自有物业
委托停车公司管理， 其三是路边停车场。
从法理上说 ， 中国城市土地属于国家 ，
但早年被工厂机关占用的土地 ， 现今如
改作停车场 ， 大部分收入就归这些单位
了， 全民所有 ， 所以糊涂 ； 而产权明晰
的商品楼， 地下停车场的权益却大多被
开发商及其衍生的物业公司拿去了 ， 明
晰也糊涂。

北京有近500万辆车， 很多小区的露
天停车场价格在每月120元到150元之间，
再加上外出停车费用， 每辆车一年的停车
费用在2000元以上。 照此算法， 500万辆
车一年的停车费约有100亿元的规模。 糊
涂地赚大钱。

单说这路边停车场， 被交管部门和停
车公司圈了， 糊涂且无本地赚钱。 北京交
管部门的数据显示， 目前北京有临时占道
停车位50452个， 缴纳的占道费为6500多
万元。 而财政部门的数据是， 2010年收取
占道费2110万元。 也就是说， 留给停车公
司4390万元———没有都进国库嘛。 也许是
转个弯儿又从国库流了回来： 黑龙江林甸

县一位公路管理站站长酒后泄密说， 罚款
缴上去财政再拨回来， 财政扣40%， 给你
留下60%。

有了这样的政策， 交管、 警察、 停车
公司能不热情分发创可贴吗？

其实糊涂的不只是咱这儿。 你看美国
总统奥巴马的税单在网上有吧， 但下面也
净是糊涂。 简·爱丽丝是一位捡破烂的美
国女性 ， 2010年7月在贝尔市政府门口 ，
她收了一堆破烂， 其中有一张政府官员的
工资单， 市长赫尔南德年薪79万美元， 警
察局长亚当斯年薪46万美元， 都比奥巴马
高……爱丽丝把这事闹开了， 之后， 包括
警察局长在内的4名政府高官辞职， 市长
等官员自减薪水90%……

瞧瞧， 毛主席早就说过， 扫帚不到，
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 我也想捡一张
工资单之类的废纸 ， 看看停车公司占着
大家的地捞了多少钱 ， 看看领导能挣多
少 。 当然 ， 有些领导的大收入可能不在
工资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