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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离我们有多远？远到可
以高不可及，近到脑子里转个弯的
距离。

安徽蚌埠一中挂的告示“热烈
祝贺我校女婿埃里克·白兹格荣获
2014 诺贝尔化学奖”，大概属于后
一种情况。

诺奖得主怎么成了中国一所
不知名的学校的学生的女婿了？
原来，白兹格的夫人吉娜曾就读于
安徽蚌埠一中，后来去美国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并嫁给了白兹格。

“诺奖女婿哪家强，蚌埠一中
问校长。”网络段子手第一时间就
消费了这则新闻。

不是说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
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军功章里有
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吗？依此
理类推，白兹格得的这个诺奖自然
跟他的夫人也有莫大的关系，没有
出谋划策过，至少也端茶送水泡过
咖啡，没有夫人的支持，他怎么可
能一心扑在科研事业上？至于跟
蚌埠一中的关系，这样也就变得顺
其自然了。这个伟大女人的中学
时代是在蚌埠一中度过的。逻辑
是这样的：诺奖得主的夫人的人生

从这里起步，正因为小时候打的基
础好，她才能考上名校，才能去美
国留学，才有机会成为诺奖得主的
贤内助，从而得出学校教出了一个
好学生，学校出了一批好老师一个
好校长的结论。这军功章的一半
自然也要分点给学校。

其实不只是学校，培养出这么
一名出色的女性，也不是一个学校
的功劳，蚌埠的中学有功劳，小学
幼儿园就没有了？老师有，同学就
没有了？民间有，政府就没有了？
说起来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
皆大欢喜。

借着中国人又一次与诺奖失
之交臂的东风，蚌埠一中只用了一
句话就将“教学质量安徽强”的光
辉形象勾勒了出来，这远比得几个
高考状元都要强。这个亲攀得虽
然有点远，但也值了。当然，“女
婿”埃里克·白兹格的影响力也只
能帮到这了。要他常回家看看，估
计是不可能的事情。

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
但终究还是中国丈母娘的。阿 Q
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

“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

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
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
去了。套用到这里就是：培养不出
诺奖得主，但是我们能培养出他老
婆，如果再套用妻管严那一类的理
论，没准比得了诺奖还感到光荣。

有没有一点说相声的感觉？
别人战斗，观者邀功，还真不拿自
己当外人啊。

没人怀疑白兹格的夫人是一
位出色的女性，也没有否认这块诺
奖中有其夫人的一份功劳，更没人
想否认蚌埠一中的教育。可是诺
奖奖的是对科学的贡献，不是奖劳
模。中国的女婿光荣，外国的儿子
自然更光荣，如此牵强附会下去，
只怕全球有一半的人口该发祝贺
信了。这倒真归了事情的本原：任
何一项个人的科学成就都是全人
类的光荣。教授发表论文，领导凑
上去署名，那是贪天之功；人家得
了奖，你跑去沾光，那叫厚颜无
耻。中国人历来缺少对智慧的敬
畏，才有这斯文扫地的事发生。

其实，我们难道不能把事件做
得简单一点？既然女婿能得，那为
什么儿子得不到？

诺奖女婿，要不要常回家看看？ □高路
从今年开始，国家将每年的 10

月 17 日设立为“扶贫日”。国务院
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日前表示，中
国贫困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一些地
方还面临着吃水、行路、用电、上学、
就医、贷款等方面的诸多困难。按
照国家的标准，到 2013 年底还有
8200多万贫困人口，如果参考国际
标准，还有两亿多人。

贫困标准是一个刚性的红线，
扶贫标准越低则贫困人数越少，反
之，标准线越高则贫困人数越多，受
惠于政策者也就越众。2011 年中
央决定，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2300
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标
准比 2009 年提高了 92%，更多低收
入人口被纳入扶贫范围。而这一标
准在2007年时，是“绝对贫困标准年
人均纯收入低于785元，按低收入标
准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067元”。

然而，即便对扶贫标准进行了
大幅度的调整，却依然不足世界银
行标准的一半。中国人权研究会和
中国社科院当年发布的人权蓝皮书
认为，中国应当将贫困线标准提高
到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25美元的标
准，那么扶贫对象将会扩大到 1.5
亿。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扶贫标准只有世界银行标准的一

半，意味着扶贫政策的成色不足，一
方面既有的贫困人员无法得到更多
的扶持与救助，另一方面又有大量
人员被排除在政策的门槛之外。事
实上也正是如此，由于扶贫标准过
低而物价又上涨过快，使得扶贫政
策的兜底作用没有得到发挥，被扶
贫者总是在贫困与脱贫的线上游
走，抗风险能力极差，今天可能已然
脱贫，到了明天又可能成为贫困者。

贫困线的高低其实也意味着公
共责任的大小。如果扶贫成为一个
刚性的任务，那么调整其标准也就
面临着很大的阻力，而“中国特色”
的理由也会让“国家标准”始终难以
调整，更别说接近甚至超过国际标
准。同时，贫困标准的调整也意味
着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甚至影响
整个国民收入水平的调整，可以说
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联性，
自然让决策者心生顾忌，并保持谨
慎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在努力实现国
家标准的同时，能够正视国际标准
的存在，并承认其所存在的差距，无
疑是理念的巨大进步，也让“以人为
本”更具有成色。只有真正认识到
标准的重要性，才能在差距中找到
动力，采取更为有效的扶贫措施。

贫困标准
应向国际标准靠拢

□堂吉伟德

摘要┃国务院扶贫办有关人士表示，按照国家标准，我国在2013
年底有8200多万贫困人口，如果参考国际标准，还有两亿多人。

饥饿曾是一个国家的苦难记忆，时至今日仍有八千多万人尚未脱贫。浪费不只是道德层面的
背弃与残忍，更是对穷人的冷漠戏耍。袁隆平等人建议浪费入罪，是否可行值得讨论，但不难达成
浪费可耻的全民共识。时时保存饥饿体验，时时敬畏每粒粮食，人人当身体力行！

——人民日报在昨天的新浪微博呼吁：敬畏每一粒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