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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9 月 2 日上午向 30 名抗战老战士老同
志、抗战将领、帮助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
人或其遗属代表颁发纪念章并发表重要讲
话。习近平强调，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
需要英雄精神。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
和中国人民做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
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戮力同心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天下艰难际，时势造英雄。英雄是时代
发展的先锋力量，每个时代都会产生英雄。
在抗日战争期间，无数爱国将领、战斗英雄用
鲜血和生命扛起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大

旗。而面对当下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交织等
复杂问题，我们同样需要新时代的英雄，树立
起道德和行为的标杆，用英雄精神激励国人
前行。

让新的时代英雄辈出，我们需要形成崇
尚英雄和以英勇之举为荣的社会风气，需要铭
记历史英雄，用英雄的事迹和精神滋养培育英
雄的沃土。

近年来，有一些声音罔顾事实，恶意否定
英雄事迹、曲解英雄精神；一些影视剧不尊重
英雄和历史，粗制滥造，成为“雷剧”，这都是对
民族心灵和记忆的伤害。我们必须旗帜鲜明
地捍卫英雄，绝不允许对他们的事迹随意抹
黑、恶搞。相关部门对于类似行为应依法亮

剑，捍卫英雄的声誉和精神。
对于英雄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崇

敬，还应切实学习他们伟大道德品质和崇高精
神，时刻反照自身。我们更要关爱英雄，拿出
切实办法来给他们以帮助扶持，在全社会形成
人人关爱英雄的氛围，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不给历史留下遗憾。

一个民族如何对待英雄，关系到全社会的
道德观、价值观和历史观。不是每个人都能成
为英雄，但铭记英雄、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
习英雄、关爱英雄却是人人应尽之义务。戮力
同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需要英雄精神一路
同行。

铭记英雄，砥砺前行
□吕梦琦 王晓磊 股市与经济

@LifeTime（职业投资人）：从
技术角度看当前国际资本市场，既
无牛市特征又无熊市特征。全球资
本市场资金无非在几个地方倒腾：
股市、债市、期货、汇市。但是目前
几乎所有市场类别都低迷，那么资
金去哪儿了？都在囤积美元。这是
不可持续的状态，所以很多国家央
行从担忧美联储加息转而催促美联
储加息。总提心吊胆等另外一只鞋
子难受。

@但斌（投资公司董事长）：
乐观还是悲观，过多的信息干扰
了 大 家 的 判 断 。 关 键 还 是 问 自
己 ：市 场 化 的 改 革 是 否 还 在 路
上？ 无风险利率是否还在下行趋
势中？ 国内货币政策还是硬挺汇
率重要？ 经济下行压力是否导致
硬着陆？ 5000 点的乐观和现在的
悲观，只隔了两个多月，却都一样
振振有词。难道基本面变化真有
这么大？

@刘胜军改革（中欧陆家嘴国
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牛市论
甚嚣尘上，只因国人饥渴太久，望梅
止渴。这完全无视几个问题：1.中
国经济下滑依旧，存在硬着陆的风
险；2.改革进展缓慢；3.实体经济产
能利用率仅有 70%左右，未来盈利
堪忧；4.实体经济债务风险积累到
了危险水平；5.新股发行与监管体
制未改，大量上市公司不是创造财
富而是转移财富。

要救股市，只有救经济；要救经
济，只有靠减税。中国财税收入在
过去20年里增长了30多倍，年均增
长率 19.5%，远高于 GDP 的增速。
本世纪前十年里，除了2009年税收
同比增长 9.8%外，其余年份税收总
收入同比增长基本都两倍于同年
GDP增速，而中国政府财政总收入
占 GDP 比重也已经稳稳超过世界
头号经济大国的美国。

@谢国忠（经济学家）：我曾建
议中国至少要减 1 万亿的税；五险
一金要降一半，3年降一半，让人民
消费力上升。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
是产能过剩，增加家庭消费力经济
就会上行。如果宣布五险一金降一
半，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都下降1/3，
股市明天就会大涨。

@光远看经济（经济学者）：股
市也好，经济也好，都需要实实在在
的数据支撑，而不是靠没用的诸如

“我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些没用的口
号。要相信常识，要相信在经济基
本面惨淡的情况下，任何高手都弹
不出牛市的乐章。

@范剑平（国家信息中心首席
经济师）：喜欢高速还是享受低速，
不是个人偏好决定的，客观上存在
潜在经济增长率。在可能条件下当
然越接近潜在增长率越好，在充分
发挥潜力的同时不引起通货膨胀。
中国可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时间窗
口只剩 7-8年，当 65岁以上人口占
总人口 20％的深度老龄化社会到
来后，你有的是时间“享受”低速增
长。

@邱晓华（国家统计局原局
长）：中国经济困难吗？是的。困
难，特别是相当一部分传统产业目
前处于困难状态，受到市场需求不
足和成本不断上升双重挤压。但这
些是转型升级中无法完全避免的，
是前进中的困难。应当看到，新的
动力、新的产业、新的产品也在逐步
形成之中。可以预期，随着经济新
力量的强大，中国经济终将渡过困
难。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最近发生两起在名义上与公益慈善有关
的事件，一是广西百色助学网王杰利用助学
便利性侵女生的罪行曝光，已经被批捕；二是
四川索玛花基金会的公益学校被关闭，基金
会负责人黄红斌被拘。

百色助学色魔败露后，公益圈少有评论
的，因为这事过于疯狂，说多说少都容易殃
及池鱼，让人对笼统的公益产生憎恶。而索
玛花事出，公益评论显著增加，当地政府采
取的诸多手段都被抨击，政府承诺的真相也
被揭露，打压公益的舆论印象已然成形。

粗糙的慈善

百色这件事的根源，很可能不是公益组
织的专业化程度不够。严格说起来，王杰所
做的不是公益，而是粗糙的慈善，钱只是经手
过一下，截流一部分，然后用于后续的帮助。

呼吁加强审查与管控，从而杜绝王杰这
类人物在慈善名义下作恶，向政府寻求一种
解决之道，只怕也不可靠。在县一级，民政
势单力薄，谈不上什么有效监管，而需求又
相当大且又隐秘。要知道，王杰败露是因为
捐赠人警觉，而不是主管部门发现。

善款流向从城市往农村、从东部向西
部，从富庶之地流向贫穷地区。长期以来，
这种善款的传递，是依靠传统的慈善部门完
成的，比如红会、慈善总会等。公益机构出
现后，也未能摆脱这一旧模式。

这个旧模式就是长于做资源的远距离
投送，而拙于做受捐地的营造。这就是说，
在善款的漫长流转中，到了下面基本上缺乏
可靠的、完善的承接。长此以往，慈善公益
的需求之地相当空虚，王杰辈乱中取栗有了
可乘之机。

以国人对慈善与公益的混淆，公益难于
在基层扎根，草根组织良莠不齐，资源供需
之间的散乱等状况，孕育王杰的土壤远未消
失。恶之花，并非由恶造成，却因慈善之名
孽生。公益慈善圈的失语，大多是出于对行
业缺陷的不安。

粗糙慈善留下隐患

没有公募资格的索玛花目前受到的全
方位压力，缘于那封最悲情的小学生信件。
现在看来，这封被刻意制造出来的信件，实
际上是一次冒失、冒险的传播行为，是为了
突破非公募屏障而打擦边球带来的连锁反
应。它的社会反响与行政发生激烈反应。

索玛花是当地成长起来的助学机构，在
其展开助学行动的前几年，当地政府已有觉
察，但只是做了防御性的“有问题”认证，而
不是强行取缔。索玛花在拿到法律身份至
今的一年里，以刻意的低调避开行政从警觉
转为制裁，最后都输给了这次失败的传播。

悲情的人造的小学生信件，为索玛花带
来了大额社会捐赠。从政府而言，索玛花的
高调传播已经越过了界限。

黄红斌的索玛花靠募捐建造了学校，但
建校的过程明显仓促，缺乏深思熟虑，留下
隐患，一旦遭遇危机，与政府的默契打破，就
会因为这些缺陷遭遇猛烈的挫折。

现时情况下，产生了因为厌恶打压而同
情索玛花的另一种“政治正确”，也让正常的批
评难以流传公益圈。无事时，公益圈难以自
证；出事后，公益圈又难以自清，这让某些公益
人的处境越来越像他曾经不屑的慈善圈。

两起风波
拷问公益慈善行业缺陷

□宋志标

@微言博议

西安社区证明由125项减为23项，社区公章将不再“万能”。有关人士说：“希望减少社区居
民凡事都来社区开证明的情况。” 新华社发

亮“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