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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本书收集的文章都曾发表在辽宁《共产党员》杂志
上，时间是 1995 年至 2004 年，前后历时 10 年，共计

110篇。其间除了 2003年上半年因病住院，基本上每月
一篇。

我和《共产党员》杂志是老朋友，从上个世纪 80年代
初期开始在杂志上发表专栏文章，至今已经 20多年了。
专栏的名称有过几次变化，前几年开始叫《天下事、身边
事》，写的内容可大可小，后来索性改称《心言随笔》，更自
由了。看见什么，想到什么，就写出来，以便互相交流，互相
启发，使认识在碰撞中得到完善，得到发展，得到前
进。这也正是我 20多年一直坚持写下来的原因。

这 20 多年是我们国家社会变化最多最快的历史时
期。许多事情真可以说是旷古未有，而且是举世皆无
的; 但是当然不能说没有类似之事，相同之理。只是在
似中又有不似，同中又有不同。在这似与不似、同与不
同之间，就很费人思量了。

不思量是不可能的。各种变化纷至沓来，包括期望
已久的，做梦也想不到的，使人心旷神怡的，带来痛苦
矛盾的，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渗透在一切领域，无论
你愿意或者不愿意，习惯不习惯，都无计回避，只能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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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这些变化，思考这些变化，以适应新的形势，求得正
确应对，争取更好的结果。可以说，亿万人民都在思
考，这些年也是思想最活跃的年代。

在思考的过程中，人们自然地发现，事物都不是那
么简单的，不是直线式发展的。许多复杂的层面，换了
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总会有新的发现。迂回曲折的道
路，不断呈现出不同的柳暗花明和山重水复的情景。前
进的喜悦中夹杂着泛起的沉渣，恶雾迷漫里却孕育着开
辟新路的曙光。人们感叹着看不懂的事情太多，同时人
们也在感叹中一天天更聪明起来。

我所以写这些短文，也就是参加到这思考的洪流之
中。虽然能抓住的只是浪花中的一点一滴，浮光掠影，
但这些浪花是生活旋涡中的浪花，是随着时代旋涡前进
的浪花。我希望自己在思考中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感谢《共产党员》编辑部给我这样的机会，使我能够同
广大读者作这样长期的交流。更感谢《共产党员》的广大读
者的支持。你们的喜欢，你们提出的要求，你们的感受和疑
问，都是我最宝贵的动力。世界已经进入新的世纪，中国已
经进入新的世纪，前面的路还长，需要我们思考和实践的
事情更多。我相信，会有更多难办的事情; 我更相信，会有
更加辉煌的前景。愿我们继续携手前行。

余心言
2005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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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卖棉花看农民的
信息需求

1994年棉花丰收，这是真的。
但是棉花的收购，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却进展不

快，呈现一种僵持的局面。
问题在价格。国家的收购价比上年大幅度调高

了，加上各种补贴，可以到 6元多钱一斤。农民却
期望卖 8 元钱一斤，差一元多钱，农民就不卖，等
着国家进一步调价，或者放开市场，让能出高价的
人敞开收购。

农民这样想是有理由的。上年就是这样，开始
的时候市场管得很紧，后来却放松了，于是先卖棉
花的老实人吃了亏。

政府定的收购价也是有理由的。按照这个价
格，棉粮比价比较合理，棉农有利可盈。棉纺厂承
受能力已到极限，如果再提价，棉纺厂受不了，棉
纺工业垮了，棉花销路就成问题，最后受损失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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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棉农。所以，1994年棉花收购价不可能再提，也
不能放开棉花市场。

但是，一部分棉农对这种情况不是很了解，或
者说不是很相信。一部分基层干部也还有点将信将
疑，因此做起说服工作来不那么理直气壮。报纸上
报道，各级政府不断为棉花收购开会，党团员带头
售棉，一部分农民却以为这是政府着急了，提价更
有希望; 而对于带头吃亏，他们是不会仿效的。

看来，农民真正需要的是充分而可靠的信息。
这些信息至少可以包括:

1994年全世界棉花丰收，国际棉价下降。
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升值，同样多的人民币可

以换更多的美元，也就可以买更多的棉花。
我国棉花丰收，比上年提高多少。
我国最大的也是棉花质量最好的产棉区新疆不

但棉花丰收而且收购任务完成得最快。
政府已下决心关闭一批小棉纺厂、小乳花厂，

减少纱锭。本地区有哪些厂关闭，对棉花的需求减
少多少。

新的化纤厂开工，产量规模，可以代替多少亩
棉田生产的棉花。

政府不会放开棉花市场的决策和决心。
对不遵守规定私自抬价收购棉花者的打击力度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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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大，处罚有多严。
在储存过程中棉花降等的因素。一斤棉花降一

等要降价多少，100斤、1000斤要损失多少钱。
1994 年收购棉花不打白条，售棉款存入银行 3

个月可得多少利息，如果投入其他事业，减少贷
款，可少付利息多少钱。

棉花储存过程中为防火、防盗需要支付多少投
入。

如此等等，可能还有一些。
如果棉农知道了、理解了这些信息，能够作出

正确的、对自己有利的决策的人，一定会大大增
加。

一家一户的农民，真要进入市场，最大的困难
是掌握不住市场的趋势。现代市场是全国规模的，
甚至是全球规模的。这样的市场，对一家一户的农
民实在显得太大，影响市场变化的因素又那么多，
是那么不可捉摸。于是一些人只能凭狭隘的经验作
判断，一些人把主观的想像当成事实，还有些人只
能随大流，甚至听天由命 (迷信因此上升 )。重要的
是及时向农民提供准确的信息服务，才能帮助他们
不至于坐失良机或者作出错误的抉择。

有人说，农民不看报。这话至少有一部分是事
实。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看，许多干部是看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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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以把自己得知的信息传播给他人。而且，只
要我们认真地把农民需要的信息服务工作做好，真
能使农民从而避免损失，增加收入，也就一定会有
越来越多的农民喜欢看我们的报纸，并且离不开报
纸。

这些问题是值得办报者认真思考的。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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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历市场的变化

1994 年年末，挂历市场发生了一个可喜的变
化。许多人都说收不到馈赠的挂历了。挂历贩子生
意萧条。越穿越少、恶形怪状的美女挂历在街头很
难看到了。老百姓都为此感到高兴。

挂历市场的畸形发展，已经有好几年了。本
来，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善，审美要求的提高，大型
挂历日益畅销是很正常的。可是，逐渐产生了一些
很不正常的现象。首先是挂历越卖越贵，开始是四
五元一本，后来卖到 10 多元、20多元、40 多元，
一直有卖到每本 100 多元的。其次是内容重复、陈
旧、单调，甚至庸俗、格调低下。一到冬天，城市
里的大街上往往挂满了身穿三点式的美女图像，在
西风中阵阵发抖。而且，这类低劣的产品居然还能
越销越旺。岁尾年头，许多人都可以收到大批没用
的挂历，然后又为转送别人而奔忙。人们对这种现
象很不满意，每年都有许多呼吁、议论、批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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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也采取过一些措施，但见效并不显著。到了
第二年，不但依然故态，而且变本加厉。

难道挂历市场真得了不治之症？世界上有问题
就总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办法应当比问题
多，挂历市场的毛病也应当是可治的。

治病需要对症下药，解决问题需要从调查研究
入手。

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总是质优价廉的商品战
胜质次价贵的商品。挂历市场的畸形发展，明显违
反这个规律，其中当然别有原因。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回扣”。采取的形式是高
定价、低折扣，通行的折扣是“倒二八”，就是说
标价 100 元的挂历，付款时只要 20 元，当然发票
还得开 100 元，那 80 元就作为经办人员的回扣。
还有 “倒一九”折扣的。于是标价越高的越有人
买，和挂历本身的质量无关。新华书店实行不了这
种折扣，也开不出虚假货额的发票，自然竞争不过
书贩子，只好纷纷退出挂历市场。正规的出版社要
讲究艺术质量、印刷质量，成本不可能压得很低，
也无法生产这种挂历。于是市场越发混乱，盗版、
买书号、一号多用、盗印、粗制滥造的产品充斥于
市，格调日益低下。挂历又是一种时间性极强的商
品，一阵风就过去了。主管部门还来不及检查，已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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