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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早观察 |

　　2020 年 1 月 31 日晚上，在湖
北省举行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最新进展新闻发布
会上，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坐在
发布席正中间位置的武汉市市长
周先旺手腕上的一块手表，在其
抬手动腕间有点晃眼，疑似一块
价值165000元的“江诗丹顿”名表。
　　随后，有网友发朋友圈称“武
汉市长，小细节出卖了你！”附
图是周先旺在发布会上的两张视
频截图和一张“江诗丹顿”网上
报价的网图。从图上看，周市长
手腕上的表和网上“江诗丹顿”
的款式、型号确有些神似。
　　同时，部分网站社区论坛也
将周先旺在发布会上疑似戴“豪
表”的消息和截图发布出来。著
名媒体《财经》杂志记者白兆东
也曾发布朋友圈，称武汉市长周
先旺为“表哥”，并展示了其在
不同场合戴的多块手表。
　　今天（2020 年 2 月 2 日），
华夏早报 - 灯塔新闻多方尝试联
系武汉市人民政府和武汉市市长
周先旺，以求证网传信息是否属
实？周市长戴的是不是“豪表”？
记者拨通武汉市市长周先旺秘书
的办公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武汉市人民
政府，值班人员则让记者拨打市
长热线反映。华夏早报 - 灯塔新
闻向武汉市市长热线反映情况后，
遗憾的是，截至目前尚未得到武
汉官方和周先旺本人的相关回复。
　　不过，回应舆情关切关注的
问题，无论对于各级政府还是个
人，应该都是一种积极应对和引
导的态度。
　　“周市长，请你出来认手表！”
有网友称，这个时候周市长是不
是也应该像回应公众关于疫情防

控问题的质疑那样，抽空站出来
“走两步”，回应一下网民的质
疑呢？戴的是不是“豪表”，受
不受领“表哥”的称谓？自己总
得对公众说句话吧！
　　以史为鉴，以人为镜。我们
常常说要经常观照自我，借鉴他
人，有些事情在对比和映衬之下，
更能凸显一个人的良善或者丑陋。
　　在公众纷纷议论武汉“表哥”
的时候，有热心网友又晒出了关
于“总理的旧皮带”的一张张照
片，抑制不住激动地说：“( 李克
强的 ) 皮带上面布满了褶皱，一
看就是系了多年了。堂堂一世界
大国总理，奔波操劳，日理万机，
他的一条皮带却比我们大多数人
的都普通，这就是大国总理的风
范：朴实无华厉行节俭。让人看
了忍不住心酸、心疼，也让那些‘表
哥‘们汗颜！”
　　笔者看到最近一次关于“李克
强总理的皮带”的网帖，是 2019
年 3 月份李克强总理考察海南海
口新安社区时的场景。照片中的
李总理笑得十分灿烂，热情洋溢
地挥手跟社区居民打招呼。
　　而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总理
腰间的“旧皮带”。用广大网民
的话来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以前都是听说：新三年旧三年缝
缝补补再三年，没想到我们伟大
的人民公仆李克强总理的皮带也
那么旧了，看样子使用年限应该
大于 3 年了，这就是现实版的节
俭写照啊！”
　　其实，再随意梳理检索一下
总理到各地视察的足迹和照片，
从 2008 年 4 月在海南，2009 年 8
月在北京，2013 年 7 月在广西，
2016 年 6 月在中国人民银行，
2016 年 8 月在江西，2017 年 9 月

在天津，以及现在。只要不是寒
冷的冬天，总理每到一地，依然
是那条熟悉的皮带，常见的衬衣。
　　由此可见，李克强总理务实
亲民、厉行节俭的作风是一贯的。
而不是像某些官员官不大谱却不
小、喜欢逢场作戏，尤其爱“作秀”
显摆的跳梁小丑那样，这些官员
一旦鸡犬升天，手中掌权，就不
知道自己姓啥名谁了！
　　在那些贪污腐化的官员眼里，
动辄上万的皮带皮鞋、衬衫衣服，
几十万的手表，才是他们身份、
地位和权力的象征，高高在上的
他们，已经离人民渐行渐远。而
我们的总理，他一直是我们中普
通的一员，一直站在人民中间。
　　想想看，在当今的社会条件
下，就算是普通老百姓，但凡生
活过得去的，都不会再用这么旧
的腰带了，由此可以看出亲民的
李总理勤俭、节约的作风和高尚
人品，不禁让人敬佩和赞叹不已！
　　一条旧皮带上刻画着总理清
正廉洁、勤政为民的崇高形象，
连接着与人民群众近在咫尺的血
肉联系，显示着大国总理的责任
担当。
　　细节处见真章。一根皮带陪
伴总理好几年，彰显的是一种勤
俭节约、朴素务实的优良传统，
代表的是一种工作态度和工作精
神。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仍在肆虐的当下，不管周市
长手腕戴的表是不是“豪表”，
那些市长和官员们是不是都应该
好好学习和发扬总理的这种“旧
皮带”精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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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长的疑似“豪表”和总理
布满褶皱的旧皮带

并不意味着县委书记是黑心到牺牲百姓的利
益，只为让上级满意。在多数城建和拆迁的
故事中，如果可能的话，县委书记还是愿意
用正确、科学的方式与拆迁户商定补偿协
议，但面临有些在他们看来冥顽不化的钉子
户时，想到紧迫的任务时间和巨大的考核压
力，县委书记也不会拒绝使用一些“非常规
手段”，如高价收买钉子户，默许开发商采
取断电、砸玻璃等手段。
　　一手明，一手暗。
　　县委书记们为了完成任务，各出奇招。
李克军在书中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某县
在城镇改造中，一个饭店老板漫天要价，拒
不拆迁。县委书记经过调查，得知县直机关
很多单位经常到这里吃喝，于是便命令纪检
委拿着摄像机，守候在饭店门前，饭店立刻
冷清下来。一周之后，饭店老板主动找到动
迁单位，协商补偿事宜。
　　这些剑走偏锋的招法，有的合理合法，
有的与法治精神相悖，有的游走于法律政策
的边缘，有的带有实用主义色彩。其结果也
具有双重性：既能化解一些工作中的难题，
获得一定的治理效果，也可能带来某些后遗
症，如拆迁户被强拆要上访，民意不满。
　　而除了民意的考验外，干部们也在观察，
“能不能有招”是县委书记能力的重要体现
之一。
　　上级讲话传达精神，要指导城镇建设，
底下的县委书记听着，在心里摇摇头。回到
县里开会，却说了与上级领导同样的一番话，
下面的干部也是平静地听着，眼中的洞悉一
闪而过。散会后，县委书记带着建设局长，
亲自去拆迁现场转了一圈。回到单位，局长
趁机说：书记你说得好，但是我们现在遇到
个问题，有其中 50 户要这些赔偿，我一算
账咱们的钱不够啊。而且你给他多补助，别
人该上访了。书记，你说咋办吧？
　　局长双手一摊，眼盯着书记不放。这种
情况，县委书记通常有两种表现，一是低下
头，和局长认真讨论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措施。
二是茶水一端，跟局长摆摆手说：这事儿你
就这么办就是了，你就给我整。
　　一个东北话中的“整”字，道尽了官场
中的万般人心，玲珑七窍。
　　李克军说，多数情况下，面对第二种情
况中领导的反应，局长依旧镇定，因为他知
道书记虽然这么说，但肯定有办法。而面对
局长的叫苦，书记也心知肚明，局长这是在
哭着要糖吃，大家心照不宣。
　　然而，也有县委书记把事情推给局长是
心里真的没招，于是故作强硬。一两次之后，
下面的干部就会觉得这样的人只会瞎横，没
有真本事。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市里可
以传达精神，县这一级是做事的。而中国当
前的问题是，书面过严，执行过宽，所以执
行中的尺度都由主政的地方官掌握。
　　李克军认为，每个县委书记在灵活变通
的工作方式中，都需要找好自己的“损益平
衡点”，权衡各方面的成本和收益。他指出，
国外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
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县域政治研究。
　　在阿城市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有个企业
要在当地投资五六个亿建一座水泥厂。按照
惯例，土地出让金可以免一半，税收可以照
顾。但是该企业在利用当地的矿产资源时，
竟然要求免去资产占用税费。
　　李克军几经考虑，最后决定拒绝其要求，
他认为，财政的钱过几年或许可以回本，但
是矿产资源涉及子孙后代，无论如何不能开
这个口子。最后，该企业去了临县投资建厂，
临县的 GDP 由此增加，但李克军并不后悔。
　　他认为，每个县委书记都会在心里算一
笔账，每一个选择都是主政理念和客观现实
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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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种要求同时摆在面前的时候，
怎么办，能不能办成事，考验的
就是地方官的能力。
　　“我能当得起这个官，我就
有当得起的办法。”李克军虽然
有些无奈，但语气铿锵。
　　最常见的办法是“两手抓”。
　　以城镇改造为例，一方面上

级领导明确给县委书记们制定目
标，如今年要改造多少面积的棚
户区，建起多少栋居民楼，让多
少户住上新房。数字、指标、考
核如一座座大山向县委书记压过
来。另一方面，他还要撑着笑容
反复重复领导的另一个要求：不
准非法拆迁、暴力拆迁，要耐心
工作。

　　那么问题来了，既要在几个
月内完成改造任务，又要温声细
语地劝说拆迁户签订协议，令所
有人满意。县委书记们陷入两难，
因为此二者几乎难以共存，当面
临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矛盾时，
县委书记需要作出选择。
　　多数县委书记在权衡利弊后，
内心的天平会向前者倾斜。但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