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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炳皓：勇敢创业 缔造“开心”
微寄语

打开你的心扉， 人生开心
最重要。

本报记者 黄丹羽

跳出农门， 曾经是家人寄托在
程炳皓身上的最大期望。 “那时他
们总说， 你要好好学习， 考大学，
不要再当农民了。” 开心网创始人、
北京开心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程炳皓回忆说。
中考那年， 家人得知中国原子

能研究院办了北京市核工业学校，
学生毕业后能直接进入研究院工

作， 还能得到城市户口， 便替程炳
皓报了名。 “那时候还小， 懂得不
多， 就听了父母的话。”

上学之后， 程炳皓发现自己
并不喜欢核专业。 直到在校的最
后一年， 学校开设的计算机课才
让他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1991年， 程炳皓中专毕业 。
同学大都服从分配走上工作岗

位 ， 他却四处找人打听 ， 想做
“和计算机相关的工作 ”。“当时
286电脑才刚出来，整个研究院也
没有几台电脑， 对做软件的人要
求很高。”程炳皓说，“正常情况下
是没有人会给我这个机会的。”

幸运的是， 研究院的一个研
究室看中了程炳皓出色的专业素

质， 拿 “做一些和计算机相关的
工作” 当 “诱饵”， 程炳皓果真
“上了钩”。

（下转8版）

刘锦绣：从打工妹到“牧羊女”
微寄语

想做事的人始终会朝着

认定的目标走， 并且包容别
人的想法。

本报记者 崔玉娟

在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 刘锦
绣是个远近闻名的女子。1979年出
生的她目前是罗田县锦绣林牧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 这家合作社有11家
分社、723户养羊农户， 年出栏肉羊
4.5万只，年创产值5000多万元。

刘锦绣出生于大山深处的一户

农家。13岁那年，只有小学文化的刘
锦绣因生活所迫， 进城务工。“含泪
离家的那一刻，我下定决心，一定要
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家乡贫穷的面

貌。”刘锦绣说。
在城里， 刘锦绣翻烂了5本字

典，学拼音、学普通话，通过自修取
得大学文凭。她当过清洁工，摆过地

摊，卖过副食，经营过服装店，终
于在城里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和

安稳的小家。
然而， 城市的安居生活并没

有改变刘锦绣当初的梦想。20岁
出头时，她决定回家乡搞养殖业。
经过扎实的市场调查后， 尽管阻
力重重，刘锦绣还是坚定地选择
养羊。

但刘锦绣的选择起初却得不

到乡亲的理解。 有人认为她在城
里生意做得好好的，进山养羊别
有目的。有人觉得她是在作秀。

“创业之初，我和父亲两人，
白天赶着羊群到深山里放养，时
常要面对毒蛇、 野猪的侵扰；晚
上，守着几十只山羊，在既不能遮
风又不能挡雨的茅棚里数星星。”
刘锦绣这样描述最初的创业生

活， 资金周转困难、 养殖技术缺
乏、家人不理解、少数人滋事扯皮
等，也让她心力交瘁。 （下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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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进行时

减少机构140个 收回编制956个 至今无1人上访

佛山事业单位“无痛改革”
本报记者 刘世昕 林 洁

这一次， 磕磕绊绊10多年的事
业单位改革终于在全国拉起大

幕———1个月前，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

导意见》 在出台1年之后由新华社
全文发布。 此举被解读为： 改革路
径和时间表逐步清晰。

就在各地积极酝酿实施改革的

时候， 敏感的媒体发现， 广东省佛

山市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早在4年
前就悄然破冰， 并于2011年年底以
“减少机构140个， 收回编制965名”
的成果收官， 基本实现了事业单位
“政府归政府， 公益归公益， 市场
归市场” 的改革预期。

更让人惊叹的是， 尽管分类改
革任务艰巨复杂， 但佛山市改革过
程 “无1人上访”， 实现了震荡较小
的平稳过渡。 时至今日， 虽然还不
能对佛山事业单位改革盖棺定论，
但其 “无痛改革” 的样本意义已赢
得各界关注。

最难啃的硬骨头

因为涉及 4000万人的切身利
益 ， 同时伴随诸多部门的利益博
弈， 自1992年中央首次提出改革之
后的10多年里， 事业单位改革多次
箭在弦上， 又屡屡引而不发。

在一些参与论证的专家看来，
改革的最大难处是动力不足。 “事
业编制” 好处颇多： 他们和公务员
一样有行政级别； 他们退休后按工
资比例拿退休工资， 数额高于社保
支付的养老金； 他们捧着只能进不

能出的 “铁饭碗” ……如此丰厚的
奶酪， 谁愿意动？

“现在改革要做的， 就是将传
统事业单位按职能重新分类定性，
政府的归政府， 公益的归公益， 市
场的归市场。” 佛山市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毛乐萍说， “所
以， 分类是要攻克的第一个堡垒，
也是这轮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

“划归行政机关的好办， 要划
成企业的工作比较难， 但分类改革
中博弈最厉害的， 是公益类事业单
位的二次划分 。” 毛乐萍介绍说 ，

新公益类事业单位中， 不能或不宜
由市场配置资源的， 被划为公益一
类事业单位，政府全埋单；可部分实
现由市场配置资源的， 被划为公益
二类，政府部分埋单，其余部分自己
筹资；业务活动具有一定公益属性，
但可基本实现由市场配置资源的，
被划分为公益三类， 虽然也能享受
一定政府购买服务的贴补， 但自收
自支，未来有可能要转为企业。

“自己的单位能不能保留事业
单位，留住了划为哪类，都是当时最
热的话题。”佛山市编办机构编制科

科长黄贵邵清晰地记得， 改革方案
讨论期间，办公室门庭若市，探消息
的，打招呼的，络绎不绝。

佛山原来有4个要素交易中心，
按方案要整合为一个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原来机构都有自己的正副职，
而整合之后，只能设一正三副，谁留
谁去？ 当时所涉及单位的干部人心
惶惶，没几个能睡得着觉。

对普通职工来说， 他们最担心
的是未来的待遇保障。 如果新机构
不再有拨款， 吃饭问题怎么办？ 将
被划成企业的则担心， 退休后是拿
退休工资还是低得多的养老金？ 那
些要撤并单位的员工更是焦虑， 甚
至有退休职工到编办来询问： “将
来我们的关系放在哪儿？”

除此之外， 改革的压力还来自
事业单位的 “婆婆” 们。 作为上级
主管单位 ， “婆婆 ” 都愿意膝下
“枝繁叶茂”， 都不希望自己管辖的
单位被企业化， 或被撤并。

（下转8版）

团中央机关举办第三十六次年轻干部学习交流会
学习交流主题：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本报讯 （记者李立红） 团中央
机关日前举办第三十六次年轻干部

学习交流会， 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
益部、 团成都市委负责人， 全国人
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新生代
农民工代表就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

社会融入与团中央机关年轻干部进

行了学习交流。
会上， 团中央权益部同志结合

“共青团与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面
对面” 活动， 介绍了各级团组织推
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有关工作

情况； 全国人大代表俞学文介绍了
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围绕这一问题提

出的建议情况； 来自全国统筹城乡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团成都市委

负责人介绍了当地在推动新生代农

民工社会融入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负责人

王德志和两名新生代农民工代表介

绍了农民工在融入城市方面的需求

和困难， 以及农民工自组织在服务
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 技能素养提
升、 融入社会生活等方面开展的工
作；清华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蔡
继明从新生代农民工理论研究角

度，阐述了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

与会年轻干部就相关话题进行

了深入交流。 大家认为， 西方发达
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很

多社会问题， 被压缩在我国30多年
的改革开放进程中， 农民工社会融
入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集中体现。 努
力解决好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事

关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关
乎社会和谐稳定大局。 共青团要继
续加强非公企业团建和驻外团工委

建设， 做好就业服务、 技能培训、
子女关爱、 权益维护等工作， 切实
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并注
重在工作中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正确

理解社会变化， 形成合理的职业规
划和工作生活预期。

据悉， 按照团中央统一部署，
2011年和2012年， 全国县级以上团
组织分别围绕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
会融入”、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
精神文化生活 ” 主题 ， 集中开展
“共青团与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面
对面” 活动， 通过人大、 政协制度
化渠道积极推动有利于新生代农民

工社会融入的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

和出台， 努力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解
决在城市生活面临的实际问题。

（下转8版）

匡俊英：慈善书商的捐赠路
微寄语

在给别人带来温暖和幸福

的同时， 自己也会收获希望和
快乐！

本报记者 陈凤莉

两个月前， 内蒙古巴彦呼舒第
一中学的老校长慕名找到匡俊英，
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给他讲述了学校

的困境———学生们缺书。 几天后，
匡俊英收到一份长长的书目， 这些
书 “可以建一个图书馆了”。 匡俊
英没说什么， 立刻按书目购买、 打
包， “过几天就发往那个学校了”。

这样的 “免费差事”， 做图书
生意的匡俊英一年总要做上十几

次。 从湖南边远小城走出来的匡俊
英理解书的意义， 他愿意让更多的
人读上书。

从2000年创办北京万国经典书
城到现在， 匡俊英免费送书的总价
值已超亿元。 有人说， 匡俊英一点

儿不像个商人。 别人想方设法挣
钱， 他却一天到晚想着怎么往外
送。

匡俊英说， 这跟他的性格有
关，“我喜欢与人分享”。不管是看
了一场好电影， 还是看了一本好
书，他都愿意拿来和别人分享。

捐赠始于自己的一个商业创

意。 他的书城开在北京西郊， 位
置偏远， 起初顾客不多， 于是匡
俊英印发了很多邀请函， 让市民
免费来领书。 （下转8版）

网上行事切忌“智力递减”而“暴戾递增”

徐百柯

微博上见一说法， 用来描述
当下微博乃至网络生态让人失望

的一个侧面，颇为恰切：听一半，
理解四分之一， 零思考， 双倍反
应。对于懂英语者，原文更工整：
Listen half， understand quarter，
think zero and react double。

有必要强调， 这里针对的是网
络令人失望的那一面。 以微博为代
表的网络新生态有诸多面相， 美好
的、文明的、自由的，都显著地存在
着。然而也有不尽如人意处。

四个动词及四种程度， 勾勒出
一条行动链。 从听到理解， 由理解
而思考， 这应该是一个逐渐内化也
逐渐深入的过程， 但与之相应的程
度却在递减， 从一半到四分之一，
由四分之一而归零。 这实际上呈现
出一种智力上的递减。 接下来， 从
思考到反应 ， 则是一个外化的过

程 ， 而与之相应的程度在成倍膨
胀 。 缺乏理性考量的这种释放过
程， 无疑是不谨慎的， 甚至可能是
危险的， 其中暗含着暴戾递增的倾
向。 智力和行为呈现出悖反， 这令
人不安。

或有说辞 ： 微博这类网络空
间， 本就不是严肃的场所， 无非发
泄意气图个痛快， 认真理性作甚？
这样的说辞， 不仅低估了网络空间
在当下社会的现实影响力， 更贬低
了每个个体因为对自己言行负责任

而获得的尊严感。

“听一半， 理解四分之一， 零
思考， 双倍反应”， 实际上意味着
一条不打算负责任或不愿意负责任

的逻辑链。 且不去说那些大词、 高
尚之语， 凡陷入这一链条者， 不妨
扪心自问： 我是个靠谱的人吗？ 不
打算负责任或不愿意负责任， 至少
不是一种靠谱的行为。

以网络形态存在的 “人”， 同
样是社会行为体。 在社会行为体的
输 入 端 ， “ 听 ” 或 者 “ 看 ” 、
“读 ”， 需要的是信息的完整 、 准
确。 在输出端， 转发、 评论， 甚至

是现实的行动， 这些 “反应” 都
需要某种程度的克制， 所谓三思
而后行。 而在这两端之间， 尽管
人心千差万别， 背景、 立场、 诉
求各不相同 ， 但毕竟不是 “黑
箱”， 毕竟有一些共同的原则须
遵循， 比如 “理解”， 比如 “思
考”。

网络进化， 或能自我调节，
这也意味着那种智力和行为的悖

反有被纠正之时。 这样的链条更
靠谱些： 听完整， 尽力理解， 深
度思考， 有节制反应。

本报记者 董碧水

6月4日下午2时，载着“最美司
机” 吴斌遗体的灵车， 缓缓驶离吴
家，绕过美丽的西湖，驶向杭州殡仪
馆。 这是来自这座美丽的城市对英
雄最后的送别。

沿途， 上万市民或赶到吴斌家
门口，或伫立街头，为他送行。

英雄远行 万人送别

这两天， 在杭州朝晖五区吴斌
的家中， 前来祭拜吴斌的人络绎不

绝。 除了吴斌的亲朋、 同事、 同学
以及被救的乘客外， 更多的是与吴
斌素不相识的普通市民。 大家从四
面八方赶来， 在英雄的灵堂前， 鞠
躬、 默哀， 向英雄表达敬意。

准妈妈单姗姗已怀孕6个月 ，
特意让丈夫打听清楚吴斌的住址，
前来献上一束白花。

79岁的杭州市民张冬水， 双腿
都动过手术， 拄着拐杖， 和71岁的
老伴儿坐公交车赶到吴家。 “他是
真正的英雄， 我们一定要过来拜祭
一下。”

张全明夫妇带着老人、 小孩和
亲戚一家7口， 从上海驱车3个小时
赶到杭州吴斌家中 。 上了3炷香 ，
张全民又含泪跪在地上向英雄磕了

3个头， “我把那段监控录像反反
复复地看了十几遍， 觉得吴斌在生
死关头， 心里还装着别人， 真的特
别了不起。”

最远的来客可能是来自甘肃一

家运输公司的小孟， 他特地开车从
兰州赶到杭州。 他说， 他是代表公
司前来祭拜吴斌的， “吴师傅是真
英雄， 只有亲自过来看看他， 才能

表达我们内心的崇敬”。
数百个花圈， 上千个鞠躬， 表

达着人们对英雄的敬意。 吴斌在生
命最后时刻用惊人的意志诠释着一

个交通人的责任与担当， 震撼了无
数人的心灵。 不仅是现场祭拜， 网
络上也是遥寄者众。 有网民评论：
只有当敬业成了习惯、 深入骨髓，
才可能在生命的最后瞬间爆发出超

乎想象的力量。
浙江的大学生们在网上发起了

“亮万盏烛光， 照天堂之路” 悼念
活动。 （下转8版）

一座城市送别一个人
———“最美司机”吴斌英雄壮举感动中国

山西煤企投资高速
公路是祸是福

家是一口锅，
什么味道都可以容纳6月4日下午， 杭州市民送别 “平民英雄” 吴斌。 詹逾/CFP

■4版 国际

沈阳绿岛“引爆”
官民理念差异

“不需要北约，
我们就能结束巴沙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