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你遲到了會向老闆說什麼理由呢？別羞
澀，看看老外都是怎麼回答的。一份調查面

向約3000名老闆，和7780名美國員工，調查顯示當為
自己的遲到找借口時，老美們顯得創意十足，「我家貓
打嗝」這種彪悍的借口悍然高居榜首。

「貓打嗝」居創意之首
以下是排名前十的理由：1、貓打嗝。2、看晨間電視節目

的時候分心了。3、認為自己彩票中獎了。(實際上並沒
有)4、狂暴的室友將他的手機充電器線拔了，手機沒充上

電，
他也就聽不到鬧

鐘響了。5、僱員覺得他在交
通上所花的時間也應該算進他的工作時間

裡。6、僱員宣稱一個狡猾的人盜走了她的車鑰匙。
7、員工的腳卡在了地鐵和平台之間(結果這事是真的)8、員
工說他並沒有遲到，因為他並沒有故意在早上9點後去工
作。(他的工作時間從8點鐘開始)9、僱員遲到是因為他要去
其他公司面試。10、州長要和這位員工進行私人聯絡。(結果
這也是真的)

「投其所好」才能成功
這份「彪悍」又極富想像力的調查結果激發了廣大中國網

友的興趣，網友們爭相跟帖曬出自己最有創意以及最離奇的
遲到理由。還別說，類似於「貓打嗝」的理由咱們中國網友

也真有人用過，這位署名為
「荒熟」的網友留言就哭訴說：「蹲 給

貓洗澡吹風，結果蹲太久腿抽筋，到第二天酸痛無法
走路胳膊也抬不起來⋯⋯這是我用過的最離奇的理由，並且
這是真的！還有，我請假成功了。」
還有不少學生比拚自己上課遲到的理由，「不可不度」同

學說：「英語課遲到被老師問，結果回答看到UFO，因為是
用英語描述的，所以老師也沒太生氣，還挺高興。」看來，
找借口也得「投其所好」才能成功啊！網友「中計了」回憶
說：「找借口方面哥自認為是大拿，初中就用過『老師你昨
晚佈置的作業我想了好幾種解題方法結果想太遲了早起晚了
趕緊出門快到學校才發現作業沒帶又回家拿⋯⋯』，想想還
是不夠成熟，這個長難句完全可以分兩次用嘛。」「戀戀紅
顏暗與流年」網友的理由相比之下顯得很沒創意，但卻代表
了不少人的心聲：「我的理由第一到第十名都是『沒睡醒』
⋯⋯」網友「那曲年月」則更誇張：「我夢見老闆打電話給
我說今兒放假不上班⋯⋯」

■16日，寧夏銀川市永寧縣楊和鎮旺全村的村民在表演鄉土氣息十足的社火。當

日是農曆臘月二十三，俗稱「小年」，寧夏銀川市永寧縣楊和鎮旺全村組織當地

農民開展社火秧歌表演。 新華社

經歷30多年改革開放，站在新的歷史起
點，適逢鄧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20周
年，我們應重溫當時抉擇之智勇，正視當
前抉擇之緊迫，堅定深化改革，決不半途
而廢。

取得進步 亦有諸多問題
因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談話而再度啟動

的改革開放之勢，令中國得以發展進步，
從容化解前蘇聯解體帶來的種種衝擊波，
避免重回「階級鬥爭」老路和計劃經濟窠
臼；自南方談話後十年間改革開放的成
就，又使得中國能夠以自信的姿態加入世
貿組織，以開放再促改革，迎來新世紀第
一個十年的黃金發展期。如今中國作為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確立，民族復興之
局初定，小平同志預計到21世紀中葉人均
GDP約4000美元的目標，亦提前40年實
現。
鑒往知今。經歷30多年改革開放，尤其

是小平同志南方談話20年來的快速發展，
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亦堆積了諸多難
題。站在新的歷史起點，面對國內外複雜
形勢和發展挑戰，我們需要重溫當時抉擇
之智勇，正視當前抉擇之緊迫，堅定深化

改革，決不半途而廢。為此本刊陸續推出《新的世界製造
—專訪世貿組織總幹事拉米》、《誰拋棄了前蘇聯？》等
系列報道和訪談。
為了紀念小平同志南方談話20周年，本刊約請曾先後任

《解放日報》、《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周瑞金先生撰寫
《何以解憂，唯有改革》的憶述文章，重溫小平同志南方
談話精神，回顧20年改革成就，把握今時今日問題，探討
緊迫改革路徑。

南方視察 大講改革開放
小平南方談話，起源早在浦江。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

日，小平同志在上海過春節，到工廠企業參觀，在上海錦
江飯店旋轉餐廳聽取浦東開發開放的匯報，發表了有關深
化改革的談話。根據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朱鎔基傳達的小平
同志關於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的談話精神，同年2月至4
月，當時任職《解放日報》的周瑞金先生組織凌河、施芝
鴻等人共同撰寫並發表了「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呼籲
改革向前，不能停滯倒退。其開篇《做改革開放的「帶頭
羊」》鮮明提出「何以解憂，唯有改革」，是直接引用朱鎔
基傳達小平同志在上海談話精神時的原話。
此一系列文章發表後引發的震動與共鳴，遭遇的非議與

批判，成了一年後小平同志到南方視察並發表一系列重要
談話的關鍵歷史背景。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他從北
京經武昌、長沙，到深圳、珠海，再經鷹潭赴上海，最後
回到北京。一個多月裡，小平同志參觀工廠、企業、商
場，先後與時任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湖北省長郭樹言、
武漢市委書記錢運錄、湖南省委書記熊清泉、廣東省

委書記謝非、深圳市委書記李灝、珠海市委
書記梁廣大、江西省委書記毛致用、上
海市委書記吳邦國、市長黃菊等領導幹
部和群眾座談，大講改革開放，打消種
種疑慮，強調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

搖不得。（二之一）

■來源：《財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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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洗腳妹劉麗。網上圖片

劉麗，是
安徽穎上縣
的一名農村
女孩。1995
年，當時只

有15歲的她，毅然決然地離開生
養她的老家，外出務工供弟妹上
學。2000年，她在廈門找到一份月
薪3000元左右的「洗腳工」，在她
的支持下，家庭經濟狀況逐漸好
轉，弟妹也先後完成了學業。
想到自己曾因家貧輟學，劉麗便

萌生了幫助貧困學生上學的念
頭。十多年來，她先後資助了家
鄉20名貧困大學生，還在廈門市
開展一對一的資助，如今劉麗的
資助對象已超過百人，她用滿手
老繭實現了上百個貧困孩子的上
學夢想。同時，攜手廈門一家商
報為青海玉樹災區貧困小學募板
房、捐冬衣被等，因此，被譽為
「中國最美洗腳妹」。

當談及央視春晚有邀之時，劉麗
興致勃勃地告訴筆者，確實接到

了2012年央視春晚的邀請，將於20
日進京綵排，以「感動中國」代
表人物，現場同郭明義、孫東林
等一批全國「勞動模範」或「道
德模範」代表們一道，在春晚現
場觀晚會、「過大年」。劉麗笑逐
顏開地說：「一家人也坐下來商
量好了，今年春節，全家人將
『兵分兩路』，本人將帶 在北京
打工的妹妹參加春晚，爸媽帶
弟弟在老家觀看2012年央視春晚電
視直播。」 ■光明網

一名未滿兩歲的貴州畢
節市小女孩蕾蕾，去年底
在家莫名地被人砍掉左手
兩根指頭，因家境貧寒無

錢醫治，在家呆了10多天後
生命垂危。無奈之下來到貴陽，小蕾蕾在
許多愛心人士的捐助下得到醫治，最終脫
離生命危險。畢節市公安局日前透露，作

惡者竟是小蕾蕾的親生父親王艾。
去年12月29日下午，當地警方接到村民王艾

電話報警稱：兩歲的女兒被他人砍斷手指。警
方到場後發現王艾的女兒小蕾蕾左手食指已從
根部斷落、左手中指也受傷發黑、右臉側處有
約硬幣大小的傷痕。今年1月9日，當地警方再

次加大案件偵破力度，經專案組反覆核實前期
調查情況，發現王艾之前向公安機關反映的情
況有明顯矛盾。
經進警方一步偵查，小蕾蕾的親生父親王艾終

於供述，去年12月28日，在幫同村村民殺年豬
飲酒醉後，於晚上10時左右抱 女兒小蕾蕾回
家。在回家途中由於酒性發作，心煩意亂。恰
在此時，小蕾蕾又哭又鬧，並用手在王艾的臉
上亂抓，王艾不由自主地將女兒的食指咬下
後，隨口吐在地上。直至第二天中午12點左右
其酒醒後，才發現女兒傷情嚴重，於是將女兒
送往黃泥鄉衛生院醫治，隨後在同村村民多次
催促下才向公安機關報警。

■《貴州都市報》

在僑鄉浙江青田的石雕城，青田

石商陳軍敏17日拿 一張祖父臨終

托付的德國匯票，向記者講述了一

個橫跨86年的故事。黯黃的匯票紙

張上，工整的字跡依舊清晰。近一

個世紀的歲月沉澱，沉澱的卻是僑

鄉百年變遷的縮影。

「我們家族世代從事石雕生意。

祖父當年去過很多國家，在海外生

意做得非常大，積累了一筆巨額的

財富。這張匯票是他1926年從德

國回國時匯過來的財產，從德國的

漢堡銀行匯到香港的匯豐銀行。」

陳軍敏回憶， 祖父剛剛回到國

內，就遇到八年抗日戰爭，一直到

死都沒有機會把錢取出來。

陳軍敏清晰記得，祖父將這張匯

票交給他時，他才只有七歲。當時

匯票一共有兩張，他和叔叔各自得

到一張。「叔叔那張金額比較大，

已經在一次火災中燒掉了。我這張

後來也找不到了，所以一直沒有去

取，不久前搬家時才找到的。」

「匯票上面的金額是30多萬美金。」

陳軍敏說，他找專業人士計算過，

這麼多年利息加起來，大概可以拿

到2000多萬人民幣。

那麼，這筆錢要如何取出來？陳

軍敏曾經托朋友去德國取錢，被告

知必須要有血緣關係的人去取。

「後來香港匯豐那邊通知我，可以

到上海匯豐去諮詢。」 對於這筆

財產的支配，陳軍敏表示，他個人

希望把這筆錢捐給國家。■中新社

她叫龔偉娜，今年5歲。被鏡頭
「逮」住時，她不知正和父親說些什
麼。風吹亂了她的劉海，兩排小齒

裡的笑容，在與父親的回眸中定格。
「很調皮！」父親龔國富對女兒很無奈。為了「綁」

住女兒，他特意到舊貨市場淘了一台DVD機，希望在
家播一些動畫片留住女兒。
「可她看膩了，沒辦法，只好掃地的時候帶她出來。」
大熱天，就讓她戴個帽子，冬天，加件外套，雨天，給
把雨傘。這都好辦，但人卻要注意看 。
因為，上個月，女兒就因為貪玩，趁他掃地時，溜到

豐澤廣場玩。後來，還是一個小伙子看她在哭，把她帶
到附近的交警崗亭，家人才找到。
「啥時她才會懂事啊⋯⋯」當孩子小時，家長總會像

國富這樣，期盼 挑戰自己神經的孩子快快長大。
或許十年，或許二十年，所有的小偉娜都會有懂事的

一天。不過那天，如果有什麼能讓父母親感動的，應該
還是他們那曾經無邪的笑靨吧。 ■東南網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釋。」早年老羅的這句名言

被很多人奉為經典，可最近在微博上一份老外的調查

顯示卻顛覆了這句名言，因為大家都開始熱衷為自己

的遲到「找解釋」了，而且越有想像力越

受追捧。 ■《揚子晚報》

針對網友「麥田」1月15日
質疑自己的「韓三篇」系
列博文是他人代筆，知名
作家韓寒日前發博客回

應，否認有任何團隊或個人
為其代筆，「任何人可以證明自己為我代筆寫
文章⋯⋯任何互聯網公司收到過『韓寒團隊』
或者本人要求宣傳炒作的證據，均獎勵人民幣
兩千萬元，本人也願就此封筆，並贈送給舉報
人所有已出版圖書版權」。
半個多月前，韓寒以《談革命》、《說民主》、

《要自由》三篇系列博客，再度站在輿論風口浪
尖，甚至「韓三篇」被部分網民認為是韓寒放
棄過往「知識分子」立場開始轉型的徵兆。而
網友「麥田」1月15日發表博客《人造韓寒：一

場關於「公民」的鬧劇》，質疑韓寒「一個從不
讀書的年輕人卻以文立身，成為當代中國著名
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奇蹟，並吸引了諸多
網民關注。
「麥田」還發現2008年至2011年，韓

寒在參加11站(次)全國汽車拉力賽等
賽事期間發表了13篇博文，質疑
「如果一個人能在賽車領域做到全
國冠軍這麼專業的水平，他怎麼
還能有精力去做別的事情？」
韓寒在博文中否認該網友的指

控，更稱自己在比賽期間還能
發表博文，「只證明了你不具
備這個能力和精力」。

■《南方都市報》

多彩「小年」

風雲

人間

調皮女童難為父

環衛車上度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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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百貧童上學「最美洗腳妹」上春晚

兩歲女兒哭鬧 醉父狂噬斷指

韓寒駁「代筆」傳聞 懸賞二千萬求證據

■為了看住女兒，龔國富上班都帶 她。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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