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

来自

77

个国家的

100

多名礼宾

官代表齐聚华盛顿出席了一场为期两天的

全球礼宾大会。这些礼仪官平时伴随在政要

身边并不起眼

,

但如果缺少了他们

,

或者一旦

他们的工作出现疏忽

,

那么他们的“老板”就

要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

日前

,

希拉里在巴黎出席会议之际受到

奥朗德的热情欢迎

,

会议开始前

,

两人相互拥

抱并行贴面礼。希拉里这个恰到好处的贴面

礼不但显示出自己在外交场合的老练

,

更传

递出美法关系不同寻常的一面。法式贴面礼

“

Bisous

”十分有名

,

通常是在亲朋好友间见

面或分手时

,

从对方右颊开始

,

左右各碰一

下

,

双方的脸不一定真的碰上

,

只是在脸颊附

近虚张声势一下。 要发出“啧啧”声

,

声音越

大表示越热情。

据说贴面礼是欧洲各国常见的一种彼

此交流感情的方式

,

法国人最规范

,

不过德国

人和英国人通常还是习惯行握手礼。难怪英

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有一次在向德国总理默

克尔行贴面礼问候的时候

,

精神高度紧张

,

以

致动作僵硬笨拙

,

最后竟然误撞在默克尔的

鼻子上。

红地毯是外交场合重要礼仪铺设

,

用来

表达庄重和热烈。 但日前

,

当选后首次出访

英国的奥朗德

,

却经历了一场没有红地毯的

欢迎仪式。 这并非英国礼宾官的疏忽

,

而是

因为首相戴维·卡梅伦之前曾宣称

,

法国富

人在新政府高赋税的要求下若想出国寻求

避税

,

英国愿意铺红毯欢迎他们

,

此言一出立

即引起法国的不满。 所以奥朗德当天抵达

时

,

英国礼宾官员刻意没有使用红地毯迎接

,

避免再生口舌。 只是在唐宁街

10

号门口为

两人准备了红地毯接见媒体。

美国政要无论是日常还是正式场合中

,

大多都表现得随和、热情。 但这种随和和热

情有时也会惹麻烦。 比如

,2009

年奥巴马偕

妻子米歇尔前往英国参加

G20

峰会

,

期间受

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接见。当米歇尔与

女王近距离交谈时

,

米歇尔竟然将手搭在了

女王的背上

,

这个美式举动看似随和

,

却令英

国媒体震惊。因为接触女王的身体一度被认

为是“不敬”。

不过去年

10

月奥巴马夫妇招待韩国总

统李明博的国宴可真的是白宫礼宾官的失

礼了。 宴会从第二道菜开始

,

似乎就有点不

对路了。 配菜是萝卜沙拉

,

但菜单上居然用

日语发音“大根”来标记。第三道菜上的是烤

牛排

,

但白宫将菜单上牛排的名称用韩文写

成“和牛”。 和牛是日本最高级的牛肉

,

而配

菜南瓜在菜单上也写成日语名称的韩语发

音。 新 华

在美国，所有受雇于联邦政府、由政府财政发工资的人都叫

联邦雇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务员。

两套退休制度并行

美国公务员养老金制度产生于独立战争（

1775

年

～1783

年）。

1912

年

5

月

11

日，美国通过了《舍吴德法案》，该法案规定，在美

国墨西哥战争和内战期间服过役的退伍军人， 年满

62

岁均可领

取养老金。 从此，

62

岁就成为美国认定老年人的标准，也是美国

社保领取全额养老金的退休年龄。

1920

年

8

月

1

日，美国通过了《文职公务员退休制度》，该制

度至今仍然有效。根据

1986

年

6

月

6

日通过的《联邦雇员退休制

度》，所有在

1984

年

1

月

1

日前入职的公务员执行《文职公务员

退休制度》， 在此日期之后入职的公务员执行 《联邦雇员退休制

度》。 也就是说，目前美国两套公务员退休制度并行，新制度逐步

取代旧制度。

公务员要扣除养老摊派金和医疗保险

《文职公务员退休制度》对美国联邦政府中的文职人员的养

老、救助和残疾福利进行了规定。在美国，所有工薪族在领工资时

要先缴纳各种税金和摊派金，上到总统，下到普通工人，谁也没有

例外，公务员更是如此。 这样，在退休时才有资格领取养老金。

公务员领工资时，要扣除

8%

（军人为

7%

）左右的养老摊派金

（相当于中国的养老保险金）和

1.45%

的医疗保险。

根据《文职公务员退休制度》，美国文职公务员的退休年龄并

非一刀切，根据为政府工作的年限和职业区分，规定了不同的退

休年龄。 例如，工作

30

年

55

岁就可以退休，工作

20

年则要到

60

岁才能退休，工作

5

年那就必须等到

62

岁退休。 对司法人员、航

空管理人员和消防人员的工作年限是硬性规定的： 在

50

岁时工

作

20

年必须退休；或工作

25

年时，不管年纪多大必须退休。

美国公务员养老金标准并非参照退休前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而是参照公务员任职期间连续

3

年最高工资的平均工资，这是计

算养老金的工资基数。 计算时只计算基本工资。

新制度下工龄

25

年即可退休

新的公务员退休制度还规定，在

50

岁时为政府工作满

20

年

或者任何岁数为政府工作满

25

年也可以提前退休。 根据新的公

务员退休制度， 一个人

22

岁大学毕业加入公务员队伍， 工龄满

25

年

47

岁就可以退休。

如果退休时为政府工作不满

30

年，拿不到全额养老金。工龄

不满

30

年且不满

62

岁退休， 实际退休年龄与

62

岁的差额部分

每年扣除

5%

。如果退休时超过

60

岁并且为政府服务满

20

年，则

不在扣除之列。

美国虽然并行两套公务员退休制度，但实质部分改变不大。新

制度比老制度退休年龄更加宽松，但养老金标准有所降低，这是因

为新制度下有辅助养老金，公务员在缴纳养老摊派金的同时，还要

缴纳社保税，将来从社保那里还可领取一笔养老金。 羊 城

1928

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

,

政治、经济、

军事中心也随之南移

,

无工业和其他支柱产

业的北平

(

今北京

),

文教遂成为最重要的命

脉产业。

30

年代前期的北平市面

,

主要靠一

些大中学校维持繁荣。

1931

年

,

北平有

26

所

高校

,

几乎占全国的一半。 中等学校

,1938

年

有

88

所；初等学校

,1935

年有

246

所。 北平

有两个国立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中央研

究院的一部

,

有全国最大的图书馆

,

古建筑、

文物、文献、资料、书籍的丰富

,

成为学术研

究最便利之处

,

其他的专门文化机关也很

多。 每年南京政府汇款给北平文教经费

400

余万元

,

加上清华、 燕京、 协和等特殊财

源———如外国官方、 民间捐赠的教育经费

,

比如德国宗教团体圣言公会每年给辅仁大

学

22

万美元资助

,

另外还有校友、社会人士

捐助

,

学生学费等

,

加上其他学校机关

,

每年

约

1000

万。 大中小学生以

10

万人计

,

每人

以每年消费

100

元计

,

两下相合

,

则北平市因

教育而流通的金额

,

总数在

2000

万元以上

,

此可谓北平的生命线。

民国时期的北平老师备受社会尊重

,

一

方面固然是因为文教事业是北平的命脉

,

更

重要的是

,

他们并非仅仅是“精神贵族”

,

其工

资收入很高

,

日子过得颇为滋润。

在北京大学校门前

,

停放着胡适校长

500

元买来的高头大汽车以及新旧不一的

黄包车

,

走下隐士式的周作人

,

口含旱烟袋；

脸喝得红红的数学家冯祖苟；外貌极像德国

人的李四光先生

,

西装革履

,

风度翩翩……

民国前期无恶性通货膨胀

,

物价低

,

钱的

购买力很强。 据杨东平在《城市季风

:

北京和

上海的文化精神》

(

新星出版社

,2006

年版

)

中所言

,

在那时

,1

元现大洋折合铜元

230

大

枚

,

而一斤五花猪肉仅要

30

大枚

,

也即

1

元

钱可以买

7.6

斤五花肉

,

现在每斤五花肉一

般是人民币

15

元

,

当时的

1

元现大洋相当

于现在的人民币

110

元。

当时公务员

,

一等科员月薪为

100

元

(

约

今人民币

1.1

万元

),

而一般公私中学老师月

薪约一百几十元

(

约今人民币

1.3

万元

),

高

初中都教的教员和国语

(

语文

)

、英语、数学

教员

,

月薪则在

200

元

(

约今人民币

2.2

万

元

)

以上。 清华、北大等国立大学的“部聘教

授”

,

月薪高达

500

元

(

约今人民币

5.5

万元

),

一般是

400

元

(

约今人民币

4.4

万元

)

。 鲁迅

在厦门大学任教

,

月薪

400

元

,

后在上海做自

由撰稿人

,

南京大学每月送干薪

300

元

(

约今

人民币

3.3

万元

)

。 由高校自己聘用的教授

,

月薪

300

元

(

约今人民币

3.3

万元

)

以上

(

私

立大学因经费不足

,

情况各异

)

。

所以

,

北平的教授

,

多有包车、厨师和几

个保姆

,

社交应酬很多

,

就是一般大学老师也

几乎天天有饭局

,

即使在家里

,

也天天摆圆桌

开饭

,

大宴宾客

,

高朋满座。 名教授更是不在

话下

,

比如鲁迅和周作人兄弟

,

就经常在家里

请同事、朋友聚餐。

由于那时候北平的著名学者为数有限

,

各大学争相聘请

,

因此一人常兼几个大学

,

而

且都是拿全薪

,

月薪有的达

1500

元

(

约今人民

币

17

万元

)

左右。 他们生活盈余

,

多用于买房

子

,

不但自用

,

而且出租。如英千里从英国回国

后

,

先是在辅仁大学做教授

,

后又接受北京大

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

,

为两校学生教授

英国文学。 同时打三份工的英千里最多时一

个月能拿到

1000

元

(

约今人民币

11

万元

)

大

洋。 英若识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次父亲领了薪

水

,

“把大洋往桌子上一堆

,

让我们小孩儿趴在

桌子上抓着玩儿。 ”英千里在京郊买了别墅

,

每年夏天

,

一家人就坐着马车从城里到温泉

别墅度假。 后来

,

他又买了一辆福特牌轿车。

而当时北平的生活标准和物价水平是

:

保姆月薪约

3～6

元

(

约今人民币

330～660

元

)

； 厨师

8～12

元

(

约今人民币

880～1320

元

)

；拉黄包车的车夫

16～20

元

(

约今人民币

1760～2200

元

)

；小学教师

30～70

元

(

约今人

民币

3300～7700

元

),

小学校长约

100

元

(

约

今人民币

1.1

万元

)

。

4

口之家

,

每月

12

元

(

约

今人民币

1320

万元

)

伙食费

,

足可以维持小

康水平。 赖 晨

视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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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的“纳莉”台风带来的强降雨造成台

北城大面积淹水

,

交通大乱

,

灾损惨重。 “吃一堑

,

长一智。 ”台北市政府工务局局长张培义接受记

者专访时表示

,

台北近年力推“总合治水计划”

,

希

望以更先进的理念有效提升城市抵御水患的综

合能力。

台北盆地的特殊“水情”

11

年前

,

“纳莉”台风携带的丰沛雨量重创北

台湾

,

人口稠密的台北市、台北县

(

今新北市

)

以及

基隆市合计淹水面积达

6640

公顷。

当时

,

流经台北市的基隆河水位暴涨

,

突破警

戒水位后从堤防缺口灌入城区

,

让这座城市变了

模样

:

主干道忠孝路被人们形容为“忠孝大河”

,

家

具、杂物四处载沉载浮

,

停车场里泡满了汽车、摩

托车

,

“捷运”

(

城市轨道交通

)

因地下轨道及站点

进水而全面停驶

,

有市民为了抢救爱车而失去了

生命……

有着水利专家背景的张培义向记者介绍了

台北市特殊的“水情”

:

台北地处盆地

,

上游有

2

个

大水库

,

基隆河横贯而过

,

西有淡水河

,

南有新店

溪、景美溪

,

此外还有“次要河川”和“支流河川”

8

条； 平地年均降雨量约

2900

毫米

,

山区则高达

4500

毫米

,

每年的汛期从

5

月到

11

月

,

其中

7

到

9

月为台风季。

台北的防洪排水建设与管理

台北市水利处副总工程司陈郭正说

,

该市的

防洪排水主要由河川系统、雨水下水道系统和抽

水站系统构成。

他告诉记者

,

基隆河、淡水河、新店溪和景美

溪

4

条“主要河川”的堤防在

200

年一遇标准上

加高

1.5

米；“次要河川”双溪的堤防在

100

年一

遇标准上加高

1

米；其他

8

条“支流河川”的堤防

在

50

年一遇标准上加高

0.8

米。

雨水下水道的设计降雨强度

,

平原地区以

5

年一遇为标准

,

每小时流量为

78.8

毫米。 计划兴

建长度约

540

公里

,

到

2011

年底已完成约

522

公

里。

此外

,

台北市目前共设置

64

座永久雨水抽

水站和

21

座临时雨水抽水站

,

共有

402

个抽水

机组

,

总抽水量达每秒

2093

立方米。

陈郭正告诉记者

,

台北市对防洪排水设施每

年要做

2

个阶段初检

,

之后再进行复查

,

还有不定

期的检查。 对于下水道系统

,

除了日常的定期清

理外

,

在汛期更投入

2

倍的人力。

张培义还说

,

“纳莉”台风之后

,

捷运系统将防

洪标准进一步提高到了

200

年一遇标准上再加

高

1.1

米

,

增加了自动防水闸门。 此外

,

市政府还

对民众在自家装设放水闸门提供

50%

的经费补

助。

推广“渗透”“储留”的治水“新方”

“防洪排水设施增扩建的空间有限

,

我们需

要有一个复合性的治水系统

,

要纳入民间的力量

一起来防治水患。 ”陈郭正说

,

“总合治水计划”的

提出和推动

,

就是为了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效地解

决城市水患问题。

他分析说

,

近年来气候变迁使极端降雨频率

增加

,

而城市持续高度发展

,

土地开发建设不断扩

张

,

造成原有农田、绿地面积大量减少

,

这使得地

表透水率显著下降。 遇到强降雨

,

雨水下水道和

抽水站系统负荷量毕竟有限

,

城市低洼地区淹水

的几率就会增加。

“所以

,

台北市从

2006

年成立了‘总合治水

推动委员会’

,

提出通过增加绿化、透水铺面、雨

水储留设施以及调节池等保水措施

,

以‘渗透’和

‘储留’方式减轻传统排水系统在高峰段的负担

,

降低淹水的风险。 ”陈郭正说。

他告诉记者

,

台北市订立了相关规定

,

要求开

发项目必须有透水、储水设施

,

下水道排量也有

限制

,

并推出了奖励办法。

记者还了解到

,

台北市

2005

年订定了相关

保水作业标准

,

要求公共设施用地开发必须有涵

养水土和储留、渗透雨水的功能设计。 截至目前

,

台北市推动保水设施案共计

110

件

,

总保水量体

约

33.8

万立方米

,

包括停车场、公园、学校、人行

道等公共设施用地。

此外

,

台北市还持续推动建筑物雨水回收再

利用

,

楼地板面积总计超过

1

万平方米的新建筑

物依设计规范设置了相关系统

,

从

2008

年至

2010

年共计完成

105

件

,

总储留水量达

49994

立

方米。

新 华

法国巴黎建有历史悠久、 设施完备的下水道排

水系统。 下水道四壁整洁、管道通畅、空间宽敞可以

参观、雨水与污水处理合二为一

,

约

2.6

万个下水道

盖、

6000

多个地下蓄水池

,1300

多名专业维护工……

巴黎的下水道纵横交错

,

地下水处理系统管道总长

达

2400

公里

,

其中污水处理管道总长

1425

公里

,

规

模超过四通八达的巴黎地铁。 下水道是巴黎的一座

地下“大水库”

,

即使倾盆大雨

,

雨水也能很快被排掉

,

路面上不会有积水

,

走在街上

,

你不会想到巴黎的地

面之下还有一片“汪洋”。

图为

7

月

25

日

,

人们在巴黎下水道博物馆内参

观体现巴黎排水系统变迁的图片展。

（本报资料图片）

在欧洲学习、生活了约

20

年，从事的又是

记者职业， 我作为西方媒体产品的普通消费

者，如何看西方的“新闻自由”，是我与中外友

人交流中经常遇到的一个话题。

西方媒体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主流媒体

财力雄厚、传播范围广、出现频率高、影响力

大，时政类话题是其报道的核心内容，对舆论

形成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非主流媒体，通常传

播范围小， 出现频率低， 报道重点是文化、体

育、娱乐、社区新闻等，对舆论形成的影响力有

限。 他们对时政话题的报道，稿源也大多来自

主流媒体。

一般认为，美国的

CNN

（美国有线电视

网）、

NBC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时代》杂志、美联社；德国的

ARD

（德国电视联播一台）、

ZDF

（德国电视二

台）、《世界报》、《法兰克福汇报》、《明镜》周刊、

德新社；法国的《世界报》、法新社；英国的《泰

晤士报》、

BBC

等都属于西方主流媒体。

一旦遇到重大事件，主流媒体就会蜂拥而

上，口诛笔伐，如倾盆大雨，其声势与规模足以

将任何不同声音碾碎。西方大国正是借助这些

主流媒体来控制和引导世界舆论。伊拉克是最

典型的例子。大家记得美国出兵伊拉克的理由

是萨达姆在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支

持基地组织搞恐怖等。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

所谓的理由都是美国情报机构编造的谎言。但

在主流媒体的报道足以令人窒息的强大攻势

下，还有谁能发出不同声音！近来，西方媒体对

叙利亚局势“一边倒”的报道方式，使人再次看

到了其对“客观”、“公正”等新闻报道原则的真

实态度。 在他们的镜头中，看到的是叙政府军

对居民区的炮击以及受伤流血的平民，看不到

反政府武装的暴力，看不到政府军的伤亡。 依

照这些日复一日的报道传递的信息，似乎只有

叙利亚政府下台，老百姓才能重获安宁。

除上述媒体外，西方还有一些专门进行意

识形态战争，以颠覆他国政权为己任的官办媒

体，经费主要靠政府拨款，如美国的美国之音、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亚洲电台、德国的德国之

声、 英国的

BBC

等， 其宗旨都是促进和加强

“自由民主事业”。 应该说，东欧剧变、中亚的

“颜色革命”，他们都有功劳。 这些媒体本来就

是西方大国进行意识形态战争的工具。言论自

由、新闻职业的操守，在那些地方是站不住脚

的。 人们不会忘记，不久前德国之声的一位编

辑因为客观介绍中国而被停职。

西方媒体的报道口径，主要来自西方政治

家的公开表态。白宫新闻秘书每天要同相关政

要、智囊讨论当天和即将发生的大事，并及时

召开新闻发布会，将有关情况和口径向媒体通

报。 我曾问过《纽约时报》的值班总编，美国是

否也有总统不让报道的事？他坦率地说：“当然

有”。 一般做法是由白宫新闻秘书给媒体老板

或总编打电话，希望不要报道某些事。 他们再

通知值班总编，哪些报道不能见报。 如果还是

报道了，以后专为媒体负责人安排的“总统早

餐会”就不会请你参加，你提出采访总统的要

求，也不会理你。在媒体竞争非常激烈的国家，

如果一家媒体失去了政府的信息来源，无异于

对它判了死刑。

我在德国当记者时，有一次参加总理发言

人为媒体组织的“背景吹风会”。知道我是新来

的，一位德国同行友好地提醒我，报道这样的

吹风会要遵守“报道纪律”，哪些能报，哪些不

能报，要听发言人的。 否则，你将无缘“背景吹

风会”。 我当时有点儿懵，不明白他说什么。 果

然，发言人先宣布了“报道纪律”，吹风内容涉

及三个层面：一、可以公开报道，也可直接引

用；二、可以公开报道，但不能指名道姓，只能

“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三、不能公开报道，也

不能录音。 吹风中，当他谈到“以下内容属于

三”时，在场的同行都会关掉录音机，停下手中

的笔，无一例外。吹风会结束后，我问身边的同

行，如果你将属于“三”的内容报道了怎么办？

他说，除非他不想干了，老板会让他走人。只有

这样，这家媒体才可能继续得到参加吹风会的

邀请。

政府除了通过信息资源对媒体进行管理

外，广告投放也是其管理媒体的重要手段。 奥

地利媒体因总理府广告投放有亲疏而引发的

“口水战”， 已持续数月。 《皇冠报》、《奥地利

报》、《小报》之间甚至到了总编、发行人亲自出

马，互揭老底的地步。此外，媒体协会也有自律

规定。 如奥地利新闻委员会通过的《出版工作

原则》第

2.3

条就明确规定，批评报道在发表

前必须有证据表明， 已征求过被批评者的意

见。 第

9.2

条规定，当公共利益与媒体利益发

生冲撞时，媒体利益应服从公共利益，如重大

案件的侦破、保护公共安全、公共健康、避免误

导舆论等都属于公共利益。

在欧洲的上述经历不难看出，没有意识形

态倾向、没有利益集团操纵、没有政府管理的

所谓西方新闻自由其实根本不存在。 任何“新

闻自由”都是法律框架范围内的“自由”，都要

为国家最高利益服务，都要受行业行为规范约

束，西方也不例外。 由于各国的国情、民情、发

展水平等众多因素不同，各国法律允许的“自

由度”有差异，是客观存在，也不难理解。 如果

盲目认为西方政府不对新闻进行管理，就完全

错了。

人 民

V

i s i o n

史 话

难拿捏的外交“小”礼节

美国公务员多大年龄退休

民国北平教师很高薪很滋润

吃一堑，长一智

看看台北如何治水

在欧洲感受

西方“新闻自由”

走进巴黎下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