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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石 头 说 话

自　　序

本书编选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所发表的部分杂

文、时评、随笔。在编排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

“被牵挂着是一种幸福。”这是网民中的一句流行语。近

年来，我常常被陶醉在这种温馨的幸福之中。

我曾经在与文友的闲聊时，在 “圈子会议”的发言时，

在应邀讲课时，一再表白自己的写作目的，全是为了表达。

表达出来了，也就心安理得了。“文章千古事”？我可从来没

有这个奢望。一篇东西写完了，发给报刊或贴到网上，观点
“嫁”出去了，也就了却了自己的意愿，有那种女人把婴儿

生产后的快慰和满足。只是旧感新慨太多太多，写而没完，

无暇应付，“题目”叠压在心头，不堪重负。

所写篇什，不管报刊采用与否，总都要贴到网上的 （主

要放进个人博客）。上网传播，是表达的最佳方式。有的朋

友对此不以为然，担心人家会从网上剽窃他的作品。我不管

这个，谁爱剽剽去，谁爱窃窃去，即便是报刊全文照搬，我

也不计较，更不会去找人索讨稿酬，自寻麻烦。有人抄你转

你的东西，那说明你写的东西，人家还觉得可爱和有用，扩

散你的表达，好事也，该高兴才对。当然，我的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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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无变相支持鼓励抄袭、剽窃、侵犯知识产权等不法行为的

意思，无奈而已。

我的博客都是实名，并附了通信地址、手机号码和电子

信箱，目的是便于与网友交流。现在我无所顾忌，退出了官

场，自由之身，六旬老朽，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何况，我

所写的文字不超越宪法和法律许可范围，即便某一天被权力

者 “莫须有”地诬陷了，或被黑恶势力砸了 “黑石”，老夫

也认了，死不足惜焉。

既然实名公开通联方式了，经常就有山南海北的网友发

电邮、ＱＱ或打电话来交流看法，探讨问题。特别让我感动

的是一些不相识的远在天涯海角的网友的牵挂和问候。最让

我感动和要终生铭记的，是一位四川网友。那天晚上，我正

准备关机就寝，手机响了。是个女同胞的声音，二三十岁样

子：“石老师，您还好吗？”我有点莫名其妙，我一切如常，

怎么会不好呢？原以为是 “骚扰”电话，于是随口答道：

“好的哇。” “您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原来，该女士

一直在关注我网上的文章。那天她读了我的一篇抨击腐败官

员的杂文，觉得太尖锐，影射一大帮政要，以为我被 “权力

网”给 “网”起来了，放心不下，就打了电话。她说： “您

的文章都是替老百姓说话的，肯定遭贪官污吏嫉恨，风险太

大，让人很放心不下。我们可否订个约定，我过一段时间就

给您发个短信问候一下，如果您不回复，那说明您出事了。”

后来，她真的每隔个把星期就发个问候的短信过来，我也及

时回复报平安。两年多了，一直这样持续着。这种素昧平生

的远在天边的牵挂，让人倍感亲切、真诚、温馨和受宠。无

数读者、网友的关注和关爱，让我非常知足知福。这也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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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写作者的最好的激励和鞭策。

经常有人问我 （包括我的家人），你写的那些东西，到

底能有什么作用？我坦承，确实无用。甚至，我经常调侃：

凡写文章者，都是无用之人。既奈何不了不合理的社会现

实，更奈何不了贪腐邪恶。莫说我等卑微之辈，即便是大家

名流的文章又能怎样？文章，白说者也。白说也得说，图个

一吐为快，聊以自慰罢了。若是憋在心里，日子一久，说不

准就会弄成个忧郁症、官能症、癫狂症什么的，那可要真的

被送到精神病院去 “活受”了。

不过，也有例外，我的一篇小文也曾起到过意想不到的

作用。有一次我看到一条消息，说某村一恶棍仗着亲戚在派

出所当民警，活生生地把一户 “留守妇女儿童”赶出家门，

霸占了人家的房产。乡派出所、县公安局均不予理睬，弱妇

幼子无家可归，只好四处流浪。对此，我极端震怒，当即写

了一篇痛斥 “公安败类”的文章。文章发到网上后，阅读量

迅速蹿至万计，众多网站转载，跟帖如雪，呼吁严惩 “公安

败类”。第三天，来了一个陌生的电话，自称姓刘，湖南某

企业老总，说道： “非常感谢您，您的那篇骂 ‘公安败类’

的文章写得太好了，给我姐姐一家人鸣了冤屈，真不知道如

何谢您是好！”半个月后的一天上午，一个身着 “制服”的

年轻人走进我们的办公室，我的位子在走道旁，他向我问

道：“请问石飞老师在吗？”我当即起身答道： “我就是石

飞。”我把他引进接待处。他自我介绍说： “我在南京工作，

跟刘总是同学。我是受刘总委托，专门来答谢您的。您的文

章为刘总的姐姐家庭伸张了正义，促进了问题解决。”他边

说边从包里抽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厚厚的一沓百元大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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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样子至少有三五十张。“这是刘总的一点心意……”当时，

我只觉自己的人格有一种被亵渎的感觉，决绝地把 “厚信

封”塞回了他的皮包，并郑重表明： “我写文章纯粹出于道

义，我若收了这个钱，就等于把作家的良心卖了。”

我以为，无论哪个文学艺术行当的创作者，唯有恪守独

立人格，坚持道德良知，秉承公平正义，张扬批判精神，其

作品才有灵魂和生命，否则，即便是洋洋数十数百万言、冗

冗数十上百集的所谓 “鸿篇巨制”，无关社会弊端和民众痛

痒，也只是一摊文化垃圾，远不及一篇让老百姓读罢拍手称

快的千字小文有意义有分量。

走过了几十年的业余创作之路，写过诗歌、小说、散

文、杂文、寓言、童话，尽管没有什么 “辉煌”可言，但都

是由衷的真话实话，都是为民众代言，从来没有 “御用调”

和 “巴儿腔”，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引以为无愧和自慰

的。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日于南京

—４—



书书书

石 头 说 话

目　　录

自序 １………………………………………………………………
“三大件”风波 １…………………………………………………

警惕缓缴社保费刮风 ４……………………………………………

金融危机不是侵权的 “挡箭牌” ７………………………………

警惕 “培训骗子” １０……………………………………………

时艰之际话维权 １３………………………………………………

说 “两位美眉营业员” １６………………………………………
“弹性退休制度”的确有点美 １９…………………………………

警察叔叔真好 ２１…………………………………………………

李鸿章那口痰与武大伟 “文化差异论” ２３……………………
“熬老鹰” ２６………………………………………………………

愧赧的记忆 ３０……………………………………………………

让警察戒掉刑讯逼供毒瘾 ３４……………………………………

反思 “逯氏语录” ３９……………………………………………
“盲人摸象”与 “群众监督” ４３…………………………………
“任何人任何事都受监督” ４７……………………………………

法律断裂必然腐败丛生 ５１………………………………………
“软监督”与 “硬监督” ５４………………………………………

—１—



ＳＨＩ　ＴＯＵ　ＳＨＵＯ　ＨＵＡ

酒文化之殇及酒驾、醉驾 ５８……………………………………

低保财产ＰＫ官员财产 ６１………………………………………

公车成了官员的 “摇钱树” ６４…………………………………

保洁员为什么无处栖身 ６６………………………………………

职工遭遇侵权 “娘家人”哪里去了 ６８…………………………

我们该为讨薪获罪的农民工做点什么 ７１………………………

党委政府丢不起这个人 ７４………………………………………

小议 “席卡” ７６…………………………………………………

又一个反腐 “盲点” ７９…………………………………………
“小金库”缘何 “野火烧不尽” ８１……………………………

官仓硕鼠是怎样炼成的 ８５………………………………………

天价礼品———官场的 “毒品” ８８………………………………
“国考”高烧乃社会不公之怪胎 ９１……………………………

同工同酬的 Ｎ个坎 ９４……………………………………………
“富二代”党支部不建也罢 ９７……………………………………

给昆明铁规治公车私用一些掌声 １００…………………………

事实劳动关系：维权的防线 １０３…………………………………

荣耀与愧疚 １０５……………………………………………………

养老保险转移接续莫变成部门摇钱树 １０８……………………

己所不欲勿施于保姆 １１２…………………………………………

少耍些 “老子查儿子”的把戏 １１４……………………………

职工权益需要官员 “乌纱帽”抵押 １１７………………………

面对特大恶性凶案我们该警醒了 １２０…………………………

农民工讨薪求助要采取首接负责制 １２４………………………

莫让神女悲凄 １２７…………………………………………………

工人养老金就该比官员低一等？ １３２…………………………

—２—



石 头 说 话

政府面对高房价不妨 “无为而治” １３５………………………

缓缴企业社保费不能牺牲职工利益 １３８………………………
“不好意思抓人”的多重悲哀 １４０………………………………

治警的 “紧箍咒”贵在 “紧箍” １４３…………………………
“娘家人”不能变当 “红娘” １４６………………………………

偷拆民房该当何罪？ １４９…………………………………………
“中国第一执行局长”沦为巨贪的警示 １５２……………………

为 “镇官”当 “村官”吃饭而忧 １５４…………………………

张春贤ＰＫ官场 “潜规则” １５６…………………………………

营造尊重底层劳动者的社会氛围 １５９…………………………

法官冤案被发言人越描越冤 １６２…………………………………

违章建筑何以野火春风 １６６………………………………………

高铁上座率２０００％又如何？ １６８………………………………

谁来解农民工的文化娱乐饥渴？ １７１…………………………

亟需对劳务派遣进行专项整治 １７４……………………………

落实带薪休假需要铁规 １７８………………………………………

工会要靠维权实际行动凝聚职工 １８０…………………………

—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石 头 说 话

“三大件”风波

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三样东西，对于改革开放了３０
年的现在中国民众来说，完全可以用 “不屑一顾”和 “不足

挂齿”来形容，其３０年前的那种久盛不衰的时髦风光已经荡

然无存了。手表嘛，机械的电子的五花八门，贵贱不一，随

处有卖。有了手机看时间，许多人嫌麻烦碍事不再愿意把那

个劳什子往手脖子套了。缝纫机的下场就凄凉了，多数人家

将其 “扫地出门”，大人小孩的衣服都到商店买现成的，还

要那个赘物干吗？自行车全面彻底普及了，无论城乡，哪个

家庭都有好几辆。

在改革开放之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被普遍称之为
“三大件”。需要特别声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手表，并非什么

中高档的名牌货，而是泛指３０元一块南京产的 “钟山表”之

类低廉品种。物以稀为贵，在那时候， “三大件”可是个人

家庭富裕和地位的象征，闺女出嫁儿子娶媳非得千方百计弄

到这三样方能显得出体面。 “三大件”于基层党委政府，则

成了议事的重要内容，乃至权力争锋的焦点和 “班子”矛盾

的诱因。我所遭遇的那场 “三大件”风波，竟然成了我仕途

倒运的拐点，以致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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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４年，是我结束知青苦旅破格返城的第四个年头，在

人民公社当专职新闻干部兼做公社秘书。那年夏天，县上分

下来一批永久牌自行车、钟山牌手表、蜜蜂牌缝纫机，每样

２０件左右。货由公社供销社从县商业局统一购进，按照公社

的分配方案销售，没有盖着公社公章的文字通知，供销社无

权处理一件。当时，公社党委书记调出，暂时空缺，县委指

定一位 “三八式”的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一天上午， “准

一把”看了县里的 “三大件”分配通知，亲自动笔拟了分配

名单，然后把分配名单递给我，交待说： “当前生产很忙，

不开会研究了，你就按照这个通知各家去买吧。”我于是遵

照 “准一把”的手谕给供销社发了书面通知，同时电话通知

各单位前往购买。

中午时分，我正在公社办公室给社员处理诸如外出证

明、户口迁移等常规事务，长条椅上候着一排人。突然间，

政工书记怒气冲冲地走进来，对我泼口顿呵道： “是你当家

把 ‘三大件’处理了的？”我随手从抽屉里拿出 “准一把”

亲笔拟的分配名单给他看，并解释说：“我哪有这个胆。”他

竟然暴怒起来，一边拍砸我的办公桌台板，一边训斥： “为

什么不研究，为什么不通过我？”

我瞧着被拍烂了的玻璃台板，周身热血骤然冲上脑门。

当时我２０出头，血气方刚，何况生性耿直，哪里受得了这套

无理的憋屈和欺讹，于是把桌上的算盘抓起来往地上一掼，

算盘珠子满地乱滚：“为什么？你问一把手去！”政工书记转

身离开，扔给我一句话：“你要给我检讨！”

我是奉 “一把手”之命行事，何错之有？不是让我检讨

吗，好，我写！于是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及政工书记争权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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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杀鸡儆猴的用心尖刻地叙述剖析一遍。晚上，我见政工

书记回来了，就把所谓的检讨书送到他门上。话不投机，两

人当即大吵起来，从他家门口一直吵到办公室门前，引来公

社机关干部和隔壁社办厂的职工几十口人围观看热闹。

结果，我成了这场风波的牺牲品。因为恶人先告状，第

三天县里就下了调令，要我限期报到，另行分配工作。我觉

得自己太冤，就去找县委书记鸣屈。因为当时的县委书记在
“文革”高潮时曾经在我们公社躲过风，恢复工作后经常过

来，所以熟悉。没想到，县委书记抢在头里挑明了： “石飞

呀，事情我都知道了，不怪你。不过，人家是副书记，那就

只能动你了。”

真是官场无真理可言，这个 “潜规则”一下子夭折了我

的仕途。从此梦破，潜心从文，把本职工作当业余 （就这也

总是部门业务的佼佼者），把读书、写东西当主业。什么狗

屁 “三大件”，现在想起来就想笑，什么玩意儿。“仓廪实则

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古之名言不无道理。

（２００８．１２．６．写，《宿迁日报》２００８．１２．２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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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缓缴社保费刮风

日前，人保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关于采取

积极措施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局势的通知》，其中一项措

施：允许困难企业在一定期限内缓缴社会保险费。缓缴执行

期为２００９年之内，缓缴期限最长不超过６个月 （人民网２００８
年１２月２２日）。

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企业的确造成了一定影

响，部分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

压力，资金空前紧张，有的甚至面临停产关门。在此特殊的
“时艰”期内，国家出台措施允许困难企业在一定期限内缓

缴社会保险费，完全及时和必要。这的确是一项化解危机，

保增长，扩内需，帮助企业度 “时艰”的有效的救助办法。

这对于那些急需扶持救助的困难企业来说，无异于 “及时

雨”和 “雪中炭”。

不过，有一种 “国情”，我们不能忽视。由于我国法制

建设尚处完善和强化的过程之中，加之企业的逐利本性所

致，相当一部分企业经营者缺乏依法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自觉性、积极性，而是想方设法逃避为职工缴纳社保费

的责任、义务。他们或恶意瞒报职工人数和缴费基数，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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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很好故意哭穷拖欠，或财大气粗硬顶拒缴。企业拖欠社保

费，尤其是拖欠养老保险费的现象，一直比较普遍严重，在

前些年经济大环境很好的情况下，媒体就报道过，一些地方

养老保险费拖欠比例高达６０％以上，养老金收不敷出， “红

灯”高悬。可以想见，这些企业看到了允许困难企业缓缴社

会保险费的红头文件，岂不拣到了 “有理的票子”、“合法的

借口”，他们势必会千方百计地去钻缓缴的政策空子。而缓

缴社保费，一旦被视作逃避法定责任义务的 “合法手段”，

一旦成为争相攀比的目标，那就会很快蔓延成风。自打社会

保险制度改革２０多年来，社保费征缴一直被社保部门视为
“畏途”、称之为最头痛的工作。若是这回乘机缓缴风飚起，

那么，这项最头痛的工作将会更加艰难和头痛，原本拖欠的

陈账势必迅速攀升。我国社保制度的机制是以 “企业和职工

个人缴费为主”的义务与权利对等的形式，社保费征缴的滑

坡，尤其是养老保险费的严重拖欠，社保基金收不敷出，特

别是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加大，必然要威胁广大劳动者权益

的保障，甚至影响社会安定。

各级政府及其社保部门，必须汲取这方面的教训。社保

费的负担对于企业来说，一般仅占工资总额的２０％多一点，

只要是能够正常生产经营、工资照发的企业，社保费都是可

以付得出的。所以需要谨防企业 “胡乱吆喝”，相互攀比，

横刮 “缓缴风”，影响社会保险事业稳定和发展。为此建议：

其一，对于缓缴社保费，政府必须慎之又慎，严格把关，从

严控制。要制定量化的便于操作的 “缓缴社保标准”，向社

会公开，接受各界监督。

其二，企业困难与否，是否应该缓缴，本企业的职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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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所以，企业申报缓缴必须事先经过

本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同意。要把它作为一条硬杠。

其三，防止企业转嫁缴费义务，非法加重职工负担。目

前盛行这样一种 “潜规则”：拖欠养老保险费的企业，职工

在办理退休手续时，要为企业缴清所拖欠的保险费。这种做

法，不仅违反劳动法律，侵犯职工权益，而且激励和滋长企

业的拖欠冲动。所以，困难企业在经过批准缓缴养老保险费

期间，职工办理退休，社保部门不得强制职工替企业代缴养

老保险费，缓缴期间视同缴费，计发退休养老金。

（２００９．１．４．写，《汕尾日报》２００９．１．６．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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