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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24 年，不断传来
白米涨价的消息，有些城市
的超市及店铺也出现存货
不足的情况。社交媒体上
流传各种小道消息，引发一
些市民抢购白米的浪潮，对
市场造成不良影响。

《商务网》(Bisnis)于 2 月
11 日称，国家粮食署(Bapa-
nas) 署 长 阿 立 夫 (Arief Pra-
setyo Adi)承认，目前出现粮
食供应不足，出现高达 240
万吨的缺口，需要足够的白
米供应以平衡需求，才能应
付厄尔尼诺(El Nino)异常气
候现象造成的全球粮食歉
收。他在雅加达对记者们
说：“今年 1 月及 2 月份，本
国白米产量及消费对比有
240 万吨的缺口。”

阿立夫表明，政府继续
执行农民换粮价格(NTP)制
衡国家的白米储备。“目前
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百米，
而政府设法输入白米以平
衡因厄尔尼诺不宜播种造
成 的 歉 收 。”他 声 明 ，进 口

白米的措施是最后才做出
的决定，因为国家储备粮必
须达到充足的囤积指标。

他 解 析 进 口 白 米 是 根
据需要限量输入的，不会影
响农民的稻米价格。“虽然
很纠结，目前输入白米仍是
不得不选择的途径，我说出
来可能并不讨好，但为了满
足目前的需求，只好坚决执
行。”“加点注明，农民的粮
食收购价(NTPP)仍然高，农
民种粮积极性很高。”

《安塔拉社》(ANTARA)
于 16 日 报 道 ，苏 拉 威 西 岛
戈隆达罗省(Gorontalo)首府
的传统市场及店铺的白米
价 格 因 供 应 不 足 造 成 涨
价。一位米铺老板周五对
记 者 说 ，当 天 50 公 斤 袋 装
的白米每包已升至 75 万印
尼盾，“上周我这里还只卖
60 万 盾 一 袋 。”但 如 今 ，因
碾米厂供应匮乏造成米价
抬 高 ；而 消 费 者 缺 乏 购 买
力，上周打开的一袋白米都
还卖不完。

另 一 位 店 主 坦 承 ：“ 在
我的店铺，目前米价每公升

(liter) 从 12000 盾 上 至 13000
盾。”在中央巴刹的某店主
说：“当前的米价每袋 75 万
盾 ，比 之 前 的 约 72 万 盾 涨
了一点。”

印尼 CNN 网于 20 日报
道 ，农 业 部 (Kementan) 对 于
国内米价仍然偏高表示不
解 ，其 实 白 米 储 备 十 分 充
足。农业部农作物厅长依
斯迈尔(Moh.Ismail Wahab)宣
称，去年底还余存的储备粮
有近 300 万吨，政府已经结
转 (carryover) 全 拨 入 2024 年
初 的 白 米 储 备 。 今 年 1 月
份 粮 食 产 量 91 万 吨 ，再 输
入 40 万 吨 ，加 上 去 年 的 余
粮，政府的储备粮共有 431
万吨。

而根据预估，今年 1 月
份 的 白 米 消 费 量 仅 为 254
万吨，照理说印尼的白米储
备十分充足。他于 19 日在
各省通货膨胀控制协调会
议(RKPID)上说：“目前我们
缺乏相关后勤的资料，实际
上白米去哪儿了？为何至
今 我 们 的 米 价 仍 然 偏 高 ？
造 成 局 势 有 些 困 难 。”“ 可

能并非缺米，而是因为原本
应该在零售店的白米，已经
被转移到生产商或消费者
的家里。”

另一方面，中央统计局
(BPS)已经开始提醒，今年 3
月份，印尼的剩余白米储备
将急剧下降。供应统计科
副 科 长 普 姬 (Pudji Ismartini)
表明，今年 1 月至 4 月的白
米产量对比去年同期将明
显滑落，所以建议地方政府
加快稻米播种时间，并尽量
加大种植面积。

《美 罗 电 视》(Metro.tv)
于 21 日 称 ，金 融 与 经 济 发
展学院(INDEF)资深经济学
家 道 喜 特 (Tauhid Ahmad) 评
论，政府突然大量派发社会
补 助 (Bansos)的 措 施 是 造 成
白米缺货的原因之一，政府
在大选期间加速分发补助
金及白米，使白米供应、储
备不足的情况加剧。

道喜特解析，政府原本
计 划 好 进 口 约 200 万 吨 白
米，然而，本来应该供应国
内市场的白米，却因必须挪
用 给 社 会 补 助 的“ 政 治 决

定”而显得后继无力，马上
引起市场的敏感反应。他
在《美 罗 电 视》节 目 上 说 ：

“ 同 时 的 需 求 造 成 强 劲 势
头，而白米供应方面没有估
计到临时的变动。如果是
社会补助米，政府通常是在
3 月 份 布 局 白 米 进 口 的 计
划。这些工作计划其实早
已部署好了，不料 1 月及 2
月突然有亟需，导致供应量
不足而引起白米缺货。”

《罗盘网》(KOMPAS)近
日报道，苏拉威西东南部的
米 价 持 续 飙 高 ，哇 卡 多 比
(Wakatobi)市的米价高达每
公斤 21000 盾，一袋 50 公斤
装的白米售价约 100 万盾，
当地民众希望政府采取行
政干预措施以压制米价上
涨。有家饭店女老板诉苦，
当地米价已经“失控”。平
价的“政府米”、中等米“有
行 无 货 ”，不 知 哪 儿 去 了 ？
百 姓 只 好 买 高 价 的“ 优 质
米”。

《罗盘网》28 日消息，佐
科维总统驳斥零售(ritel)市
场米价仍然居高不下的报

导 ，总 统 表 示 在 对 几 个 传
统 市 场 的 实 地 巡 视 、观 察
后 ，可 以 肯 定 白 米 价 格 已
开 始 逐 步 下 降 了 。 然 而 ，
记 者 在 万 登 省 斯 朗 (Serang)
市 询 问 后 ，该 市 优 质 白 米
价 仍 在 每 公 斤 17500 盾 的
价位。

根据报刊资料，国家粮
油企业(Bulog)去年 9 月以每
公 斤 10000 盾 出 售 的 平 价
(SPHP)白米，如今已涨价不
少，市场上还缺货。据说有
一部分被不法米商收购后，
经过磨光掺杂在中级白米
以高价出售。去年第一季
度 ，优 质 白 米 价 每 公 斤
12350 盾 ，8 月 份 升 至 13730
盾 ，9 月 份 再 涨 至 14130
盾。再对比目前的米价，究
竟涨了多少？大家心里都
有个算盘。

祈 愿 因 2024 年 大 选 引
发的政海风波早日平息，各
部官员们不再相互扯皮，专
心治理国计民生大事。祈
愿风调雨顺、肥料充足、稻
谷丰收，百姓不再为价贵物
稀的白米操心。

椰 风 蕉 雨 平价白米都到哪儿去了？
■本报评论员：余凡

立身处世有追求，
俗事烦多缠不休。
短暂人生难岁百，
韵诗和唱是头筹。

棉兰：寒松子题诗

闲云野鹤诉无求，
利禄功名战不休。
百态人生缘赤胆，
一栏诗画到白头。

雅加达：老顽童唱和

人生处世有何求，
知足常欢欲念休。

诗友唱和情趣乐，
赛如不务更良筹。

棉兰：田心唱和

人生完善实难求，
别对歧题争不休。
存异求同为上策，
唱和乐趣解忧愁。

万隆：文苗唱和

悠然唱和乐如仙，
咏韵飘然结善缘，
网路相连吟七古，
偶来佳句醉屏前。

棉兰：廖世敬唱和

唱和硕河逾三载，
春秋写尽美甘甜。
诗词歌赋书文彩，
笔墨飘香映满篇。

雅加达：苏歌唱和

能文有韵即诗仙，
相聚共吟是宿缘。
何处骚人寻觅久，
原来都已在跟前。

棉兰：西河子唱和

老来唱和未失忆，
不求深奥不树奇。
远近风景皆好诗，
贏得读者读朝夕。

巴厘：容仙翁唱和

昨日青春今老颜，
蹉跎岁月暮垂年。
硕河庆有唱和苑，
搦管操觚佳句鲜。

棉兰：凌云雁唱和

自我提升立志修，
学无止境不停留。

吟诗唱和添情趣，
逆水行舟争上游。

万隆：陈星唱和

唱和自古有诗牵，
唐宋元明已盛传。
海角天涯诗会友，
其中奧炒似神仙。

棉兰：孙国静唱和

人生处处盼安康，
尽管重重烦恼常。
酷爱唱和诗可贵，
瞬息万变乐繁忙。

占碑：郭春明唱和

学到用时方恨疏，
对诗唱和仄平如。
贤豪同苑今儿聚，
录语珠玑回味舒。

棉兰：黄升榕唱和

文士吟诗唱和同，
印华作品满园红。
手机传送诗词赋，
会友相亲情谊融。

巴厘：意如香唱和

唱和聊寄結莺盟，
流水高山觅德声。
海外天涯知己夥，
芳邻到处惜惺惺。

棉兰：许菁栽唱和

少年立志梦高远，
世事繁忧战乱添。
岁月何堪鬓雪染，
吟诗唱和趁当前。

巴厘：许巧云唱和

诗词唐宋古今吟，
未识学堂歌赋音。

国粹永恒无价宝，
传承唱和慰温馨。

棉兰：雁儿唱和

日升日落岁月匆，
物换星移自从容。
缘结唱和乐不断，
情谊无限在其中。

万隆：侯斐珍唱和

乐龄年华趣氛浓，
心胸宽谅得轻松。
人生短暂难负重，
乐唱詩韵供喜溶。

棉兰：文平唱和

唱和诗篇腕底收，
结集首册不胜筹。
难得志趣相投聚，
国粹弘扬脱颖求。

北干：李庭蓁唱和

最近，有位网络博主写
道 ：“ 千 古 一 帝 ，却 被 称 为

‘ 暴 君 ’，多 少 人 因 而 错 过
他 。”“ 被 黑 了 两 千 多 年 的
他，远比我们想象的伟大和
厉 害 ！ 连 鲁 迅 都 替 他 打 抱
不平：吃亏在二世而亡，一
班 帮 闲 们 都 去 讲 他 的 坏
话！”文中所提“千古一帝”
即赫赫有名的“秦始皇”。

博主刚看完名主持白岩
松、历史学家蒙曼、作家叶兆
言联袂推荐，堪称近年来写
秦始皇最真实、鲜活的历史
小说《秦始皇》。全书百万余
字，分《诈坑长平》《函谷决
死》《蕞邑惊鸿》《五帝祭天》
四部曲：从长平之战始，展开
了嬴政从即位为秦王到灭掉
六国一统中国的历史长卷。
在生动的故事中感受到他的
震撼魅力，体察他伟大功绩
光芒遮掩下的可怕实力。要
懂千古一帝，读秦史，释权
术 ，洞 人 性 ，学 谋 略 ，这 套
《秦始皇》就够了。

作家程步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出版的这套书，再现了
秦 始 皇 波 澜 壮 阔 、跌 宕 起
伏、功过参半的一生。故事
大气磅礴，情节高潮迭起，
结局一唱三叹，向读者淋漓
尽 致 地 展 现 了 嬴 政 一 代 霸
君 的 本 色 。 还 以 人 性 化 的
笔 触 演 绎 了 一 段 绚 烂 的 历
史篇章，获得各界的赞誉。

为秦始皇正名的学者其
实 大 有 人 在 。 鲁 迅 先 生 于
1933 年 6 月 28 日撰写《华德
焚书异同论》为秦始皇辩解，
抨击那些媚外、抱大腿的中
国文人。他说：“德国的希特

勒先生们一烧书，中国和日
本 的 论 者 们 都 比 之 于 秦 始
皇。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
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
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
的坏话了。”始皇烧书是为统
一思想。没烧农书和医书。

此 外 ，秦 始 皇 实 施 县
制，加强中央集权，这在当
时是革新的做法，有益于国
家 长 治 久 安 的 。 鲁 迅 还 提
到 ，秦 始 皇 坑 杀 的 并 非 儒
生 ，而 是“ 方 士 ”。 这 些 方
士曾欺骗秦始皇，利用寻找
长 生 不 老 药 的 名 义 骗 取 钱
财和信任，最终导致秦始皇
的震怒，并对方士进行了惩
罚。

秦 始 皇 把 中 国 推 向 大
一统时代，奠定中国两千余
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被明
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
帝”。他统一中国后，建立
一 套 完 整 的 中 央 集 权 制 度
和政权机构，一直被历代王
朝 所 仿 效 。 这 种 中 央 集 权
制 度 需 要 统 一 的 思 想 理 论
来支撑的，它是端正风俗，
建 立 起 统 一 的 伦 理 道 德 和
行为规范的基础，没有“统
一思想”的朝代是会乱成一
锅粥的。

毛泽东主席也表示，秦
始皇比孔子还要伟大，在中
国历史上，真正做了实事的
是 秦 始 皇 。 他 一 统 九 州 山
河 ，统 一 文 字 ，统 一 货 币 ，
统一度量衡，将四散的华夏
族聚起来，建郡县制，奠定
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基础；北
击 匈 奴 ，南 征 百 越 ，修 长
城 ，开 辟 华 夏 族 的 生 存 空
间。

以 前 我 们 只 知 秦 法 非

常严酷，1970 年代有关秦法
律文书的考古发现，汉初的
法律制度基本继承了秦法，
同 样 严 厉 。 毛 主 席 对 第 一
个 统 一 中 国 的 秦 始 皇 多 有
评论：“秦始皇是个厚今薄
古 的 专 家 。”“ 孔 孟 是 唯 心
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
儒家的‘左派’。讲句公道
话 。 秦 始 皇 比 孔 子 伟 大 的
多，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
1964 年 1 月毛主席提出很直
率 的 命 题:“老 粗 出 人 物 ”，

“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
身”，这个话题当时引起了很
大反响。

秦 始 皇 有 很 多 了 不 起
的地方为人所忽略，如诸多
治国思想，领先当时欧洲一
千多年。他的智慧和格局，
是 历 史 帝 王 难 以 企 及 的 。
13 岁登基，危机四伏，步步
为 棋 ，十 年 内 平 嫪 毐 (lào
ǎi)，罢吕不韦，禁赵姬，夺
实权；只用七年就把外强中
干的秦国带上了巅峰。

成 大 事 者 ，不 谋 于 众 。
秦始皇不顾举国反对，坚持
修郑国渠，为之后横扫六国
奠 定 了 基 础 。“ 勇 于 改 变 ，
打 破 偏 见 ”；面 对 六 国 联
盟 、匈 奴 入 侵 、百 越 蛮 夷 ；
他远交近攻、修建长城。面
对法令难行，地方割据，他
统一文字、建立郡县，以新
政策实现中国首次大一统。

名家评析，不管你之前
了解的秦始皇是怎么样，都
一 定 要 读 一 读 这 部《秦 始
皇》。会让你重新认识千古
一 帝 。 看 他 如 何 在 亡 国 在
即的劣境中，扭转乾坤，成
就霸业；领略其超前的大格
局、过人的胆识和魄力，高

瞻远瞩的识人用人智慧，超
理性思维，军事谋略……

秦王朝迅猛兴起，灭亡
却 也 很 快 速 。 西 汉 初 期 贾
谊的《过秦论》分析了秦王
朝的历史教训，对秦始皇功
绩有所赞扬，对其暴政不吝
批判，非常客观。后来，批
判 秦 始 皇 的 声 音 却 越 来 越
大 ，集 中 在 暴 政 、焚 书 坑
儒、过分使用民力致使政权
快 速 坍 塌 。 直 到 上 世 纪 二
三十年代后，人们对秦始皇
的肯定才重新抬头，对“千
古一帝”的历史评价再没有
太多争论。

《秦始皇》后记“历史问
题辨析”道：程步闭关十年
再 推 震 撼 新 作 ！ 历 史 记 者
用史诗奇笔再现战国风云；
恢弘巨著，让千古一帝跃然
乱 世 迷 情 。 嫪 毐 挟 太 后 驱
宫 中 死 党 谋 反 要 杀 秦 王 政
…… 四 面 皆 敌 秦 王 政 惊 险
脱身，祭天亲政，由此成就
灭 六 国 一 统 江 山 的 丰 功 伟
业。

我还记得，50 多年前就
读印尼华校时，高班的学长
常 炫 耀 其 书 法 作 业 的 大 楷

“ 可 恨 秦 始 皇 ，烧 书 烧 不
尽 ！”那 种 叛 逆 期 、似 懂 非
懂的青涩，如今想起不禁莞
尔、回味和喟叹。

学者感慨，秦始皇在神
州大地扎下了文化认同和国
家观念的基石，历经朝代更
迭而不变！受到网络评论的
影响，我决定重新认识秦始
皇。在几个社交平台上找到
可以在线阅读《秦始皇》的页
面，但却无法进入。只好先
写点浅见，日后有机会再拜
读《秦始皇》！

我们应该重新认识“秦始皇”
■廖省：林越

漫点南洋 献祭 Dindin

投稿信箱：editor@guojiribao.com

灯转华厦千年过，元宵争看猜谜灯。

火树银花喜照耀，灯丛照红月如银。

华厦巍巍萦紫气，月明昭昭照九州。

中华国采响天下，爱国爱家自豪强。

庆元宵 秋水

地球正是个圆形，环绕圆圈原地停。

倘若地心没引力，岂能树瓜往下罄。

唯其大地有旋转，才有朝夕明暗清。

爱护环球无刻缓，自然灾祸化光明。

倘 若 占碑：郭春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