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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四大奢华名酒

1 瑞典绝

对伏特加

瑞典酒商

酿制出的

一种前所

未见的纯

净烈酒。

2 轩 尼 诗

酒名来自李

察·轩尼诗，

1815 年 被

选为法国国

会主要供应

酒商。

3 威 士 忌

1820年，苏

格兰人开始

了第一杯调

配威士忌的

尝试。

4 芝华士

享誉世界的

芝华士威士

忌是最具声

望的苏格兰

高 级 威 士

忌。

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公主速成班

英国威廉王子与未婚妻凯特的婚期临

近，这也为一些怀揣“公主梦”的女孩培训王

室礼节的仪态培训班创造了走红机会。

不少小女孩近日聚集在英国首都一家豪

华酒店内参加名为“公主预备课”的一日速成

班，学习如何行屈膝礼、如何与女王交谈和吃

三明治时如何避免嘴唇沾上面包屑等。这一

场景酷似电影《窈窕淑女》中的画面，只是影

片中的主角奥黛丽·赫本换成了一群女孩。

女孩们头顶书本走路，学习用勺子在茶杯中

搅动时不发出声音。“公主预备课”创办者称，

培训班让女孩们知道自己可以面对各种场

合，不论与女王、父母、老师还是朋友在一起

时都可以举止得当。

手机彩信杂志《漫天下》独家供稿

“人均图书消费20年不变”的忧思
雷泓霈

在一切都迅猛变化的

中国，有一项统计数字20

年来却几乎没变，那就是

人均图书消费量。据报

载，1990年，我国人均图书消费量（扣除教

材、教辅，下同）为5.2册，2009年这一数字为

5.6册。20年过去了，人均购书量只增加了

不到1/2本。在最近10年来出书种类、销售

码洋等指标相继翻番的背景下，这个20年

徘徊不前的数字显得格外刺眼。

这些年来，经济发展不断跨越，而精神

文化发展意识、精神文化富翁意识，却未能

同步发展。我们强调“经济奔小康”、“发家

致富”、“当致富带头人”，文化发展却受到了

冷落。

尽管各地有轰轰烈烈的文化行动，推出

了诸如“文化消费计划”、“文化周”、“文化

行”、“文化节”，试图激活文化市场，可国内

文化产业仍“十分贫瘠”。2008年，美国、英

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均高于 15% ，而我国只占

2.8% 。甘肃省文化厅梁世俊处长向记者证

实：“全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县图书馆十

几年没买过一本新书。”不仅在甘肃，全国

很多地方都普遍存在这种现象。

精神文化发展意识的弱化，不仅会造成

文化发展沙漠化，更会造成消费型文化大行

其道、劣质文化恶性膨胀、封建迷信沉渣泛

起、伪科学疯狂抢滩，影响人们的精神面貌、

精神状态、道德水准乃至文化生态。现在，

很多人更喜欢唯利是图、市侩无比、缺乏涵

养、素质不高。很多人很有钱，却成了“文化

上的穷人、乞丐”，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却不

足，幸福感不强。就算是经济发展达到小康

水平，这种精神文化的荒漠化和断层需要多

少投资才能改善？

笔者认为，应将精神文化发展意识置放

到重要位置。首先，政府应改变文化发展鸡

肋化的现状，让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一样得

到招商引资的重视，让文化复兴、文化产业，

成为社会发展点。其次，政府对于文化发展

应该舍得投入，大胆投入，将文化发展和消

费当做幸福指数发展重要构成，比如对于文

化场馆和出版单位，政府应该充分进行财政

补贴，让他们得到稳定的市场化生存，强化

文化公益性，为群众创造更多物美价廉的文

化产品、平价图书影像资料以及物美价廉的

文化消费市场。第三，群众自身更应该强化

文化发展意识，“许多人吃一顿饭、买一包

烟，眼睛都不眨一下，但买一本书却要反复

掂量，还是观念有问题。”将文化充电当成生

活发展重要构成，当做重要的精神食粮，就

像柴米油盐一样，不可或缺，不能缺乏。

也许有人会说：现代人都很忙，谁还有心

思去关注文化？这恰恰是一种“发展悖论”。

统计显示：中国国民一年的阅读书量是0.7

本，而韩国是7本，日本是40本……文化书籍

就是无形资产，我们更应多栽培学习型性格，

而不是淡忘文化建设。如此，“人均图书消费

20年不变”的现象就能得到有效改善。

据《楚天金报》报道：近日，为督促学

生备战6月即将进行的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华中农业大学经管学院颁布“禁机

令”，将该院所有大二学生的个人电脑贴

上封条，严禁考前使用。这一做法旋即在

学生中引起广泛讨论。

的确有学生痴迷网络游戏、上网聊天

而影响了学业，甚至考试成绩一塌糊涂。

可这并不能成为学校“封杀”电脑的理由，

这样的学生毕竟是少数，岂可不分青红皂

白让学生都不用电脑？对于很多学生而

言，若是没了电脑，非但会影响学习，生活

也会少几分色彩。再说了，即便是那些沉

迷电脑的学生，犯错的是人而不是机器。

因此学校应对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让其

能把握分寸，合理使用电脑。而即便给电

脑上了封条，如果学生网瘾不除，就不会

跑到网吧上网吗？若是那样，恐怕对学习

的影响会更大。

再说了，除了电脑外，如果学生沉迷

玩手机游戏，整天拿 MP3 听歌，成绩也

会下滑，是不是这些东西统统都不能用

了呢？要是这样，恐怕大学校园要回到

原始社会了。 朱慧松

给电脑上封条是“懒政”

星雨

想住郑州人民医院豪华病房是普通

患者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即便是长期闲

置，普通患者有钱也住不上。而相比之

下，普通病房则供不应求，疾病高发期

医院床位告急，走廊加床是常有的事

情，对此，患者怨声载道。（4月10日中

国新闻网）

医院设立豪华病房，其实不是稀罕

事。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辽宁

省糖尿病治疗中心院长冯世良建议，应

全面取消各级医院的VIP病房。可见其

普遍程度。

“豪华病房”有多豪华？堪比豪华酒

店，里面液晶电视、冰箱等样样俱全，包

括一些陪护人员也是一对一服务，甚至

比酒店服务员服务还好得多。与此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普通病房寒碜得很，几个

病人挤在一间不足十几平米的病房内摩

肩接踵，过道也成了病房。

令人更加难以接受的是，你有钱也

不能入住豪华病房，必须是大领导才有

资格。哪怕豪华病房长期资源闲置。入

住豪华病房需医院领导签字 。显然，这

些豪华病房已经成为特权者的“专供”。

据说，豪华套房已收费到每天 200 元。

但这些钱，还是由纳税人买单。

公立医院最大的特征是公益。不是

说公立医院不能设立豪华病房，但前提

是保证普遍病人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入

住豪华病房，应该视实际情况而定，而不

是看特权的眼色，成为特权者的专供

房。一边是普遍病房很紧张，一边是豪

华病房闲置，如此，还是公立医院吗？医

疗资源是有限的，给特权者豪华病房，意

味着普通病人就少了许多资源。特权者

花费的是纳税人的钱，却又在有意浪费

医疗资源，情何以堪？

“公立”医院本来的功能意义和社会

责任是尽可能地满足普通群体就医的需

要，而豪华病房，显然是违背了公益性

质，也无任何公益可言。“豪华病房”是特

权伤害公益，是在伤害老百姓。该考虑

“豪华病房”的去留了。

“豪华病房”
是特权伤害公益

滨 兵

发榜F fabang

据《羊城晚报》日前报道：山东大学校长

徐显明退出学术委员会。此前，已有吉林大

学等少数几所高校校长作出这样的选择。

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体现出了校长

个人对学术、对学术委员会独立性的尊

重，同时，也是对行政权做减法，对学术权

做加法，如果想把大学办好，这是一个正

确的方向。所以无论是徐显明，还是山东

大学，能走出这一步，值得称道。

但这毕竟只是一步，路还长着呢。学

术委员会，是一个听起来权力很大，但事

实上没有什么权力甚至基本没有什么事

务的机构。理论上，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

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承担着重要作

用，在学校的学科发展、课程设置、人才培

养、教学科研成果评定等一系列重要事项

上，发挥学术评价和决策职能。

但如果有人真的相信学术委员会有

决策职能，那就太天真了，如果真是那样，

学校领导往哪里摆？至于其他方面的职

能，学术委员会的意见恐怕比不上学校人

事处、教务处、财务处的红头文件。因此，

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只是行政权让渡权

力很小很小的一步，更为关键的是，真正

落实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如果做不到这

一点，校长退出与否意义不大。 周云

校长退出：“去行政化”的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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