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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
今日烟台

C06

“奇山所”是本报新开的面向烟台市

民的评论专版，说咱烟台百姓的事，拉咱

烟台百姓的理，是百姓发言的舞台，网友

评说的天地。来稿邮件地址：qlwbqss@

163.com，见报即付稿酬。同时，为联系读者，

开门办报，开通QQ群：110841928，期待广大

有兴趣的读者和作者加入。

漫漫画画：：孙孙雪雪娇娇

●华西村有钱了，用黄金
造了一个金牛，这违背传统美
德。有钱了，可以拿去帮助西部
地区的贫困孩子，帮助老百姓。
用些黄金堆在那里，美吗？(国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法规司

某官员谈华西村造金牛)

●现在一些政府部门或
事业单位只要出事就声称是
临时工干的，似乎已经成为
一种共识，辞退临时工成了
模式化的危机公关手段。责
任之所以要由“小鱼小虾”来
承担，显然是“弃卒保车”。(洪
丹 评论作者)

●朋友对我说：10年前，

很不喜欢香港，因为那里的崇
洋炫富拜金文化太强烈，所以
多年没再去过。今年再去，印
象改变，反而觉得香港民风纯
朴。莫非这些年内地一些城市
的拜金程度已经赶超了香港？
(芮成钢 央视主持人)

●“学习好不代表一切。”
(媒体聚焦教育现状：下一代
其实不必这么苦)

新闻：患者孙女士在南京某
医院做“视网膜脱落”手术，8个月
后眼睛永久性失明。患者回忆称，
在手术过程中主刀医生曾出去接
了一个十几分钟的电话，遂起诉
医院，要求其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南京医学会受法院委托对该事件
进行医学鉴定，称本病例不属于
医疗事故。(中广网 11月23日)

微评：失明是不是与医生手
术过程中接的那通电话有关，这
一点或许很难证明。但有一点无
需证明，一个医生能不能得到患
者的信任，除了医术更要有医德。

新闻：最近，在哈尔滨市花
园小学临街的教学楼外，一排班
牌贴在楼体外墙上，不过班牌上
除了“X年X班”外，还醒目地标注
着“海参鲍鱼”4个字，中间写着
销售地址和电话。哈尔滨市花园
小学王副校长表示，学校为了方
便家长接学生，才在墙上贴上了
班牌。原来的班牌只是一张纸而
己，不知道是谁换成了现在的广
告牌。(中国广播网 11月23日)

微评：班牌被换，学校竟浑
然不知，看来这海参鲍鱼的威力
还真是不小。

新闻：11月22日，福州晋安
民办学校站北小学接到当地交
警部门通知，要对学校的校车进
行整顿，站北小学300多名学生，
从21日起无限期放假。校方称无
力买正规校车，向教委求助，得
到的答复是“学校自己解决难
题”。据悉，除站北小学外，晋安
区还有700名学生因校车整顿停
课。(中国广播网 11月23日)

微评：停运之后，是不是可
以协调其他车辆解决孩子的上
学问题。是积极地解决问题还是
消极地面对问题，体现的是执政
水平的高低。

新闻：2011年11月21日，广东
佛山婆婆侯某连因跟儿媳妇发
生争执，持刀互砍，儿媳妇身中
近30刀经抢救无效死亡。婆婆受
伤较轻进入骨科治疗，已被警方
严密控制。(国际在线 11月23日)

微评：电视上婆妈剧正疯
狂，电视外的婆媳关系更疯狂。

新闻：11月22日，北京遭遇
大风天气，首都机场T3航站楼D

区屋顶局部被强风吹开，机场方
面称事故未对机场安全运营造
成影响。据悉，T3航站楼金属板
去年12月曾被风掀开，而首都机
场扩建指挥部相关责任人此前
曾表示，T3可抗12级大风。(《京
华时报》 11月23日)

微评：好大的风啊。可老师说
了，12级风海上才有，内陆少见。

征稿启事

关键词：

工资涨幅PK物价涨幅

涨幅追不上CPI，等于给员工降
薪。近日，56家外企在北京外资企
业工会联合会上，举行了集体合同
签字仪式，承诺职工工资每年增长
幅度不低于物价上涨幅度。

@再见挪威：涨工资和涨物价
的速度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豪放的石滔：工资涨幅追不
上物价涨幅，尤其是通胀的今天。
嚢中羞涩日子真不好过，钱不值钱
了，涨个一二百元怎么能赶上物价
涨幅呢。

@小卷毛小酒窝：工资的涨幅
怎么也不会赶在物价涨幅的前面，
因为想要涨工资的劳动人民没有
涨工资的话语权，管着涨工资的人
也不会觉得物价有多高。

关键词：

方舟子质疑李开复造假

继曝光新华都总裁唐骏造假
后，科普作家方舟子又将矛头对准
IT人士，在微博上对创新工场CEO

李开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担任副
教授的经历提出质疑。对此，李开
复张贴出截图，并称导师曾挽留自
己留校。

@重返绿茵：为这事，李开复和
方舟子在微博上已经展开了口水
战。建议方舟子查查现在多少个教
授论文造假、学术造假。

@清萍林隐：方舟子打假，貌似
有点吹毛求疵，然而我们缺少的正
是这种吹毛求疵的精神，对贪慕虚
荣的容忍让我们离实事求是的精
神越来越远。对生活中一些习以为
常的虚假行为，我们必须抛弃，不
能因为它的普遍而认为它合理。求
真至善，才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精
神。

@胡一排：方舟子质疑精神值
得钦佩，但坦率讲，打假有点避重
就轻了，偏重的事不打，偏轻的事
纠缠不放，打假的用武之地有很
多，一些对社会没有太大实质价值
的打假大可不必。

隔邓昌发

“国际标准”与“中国国情”
该如何选择？

近年来，层出不穷的食品
安全事件不少演化为标准之
争，涉及国家标准大大低于国
际标准、内外标准有别等问
题。今年关于“生乳”新国际的
争论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中国
乳品标准被有的业内人士称
为“全球最差标准”。据了解，
我国食品安全标准采用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比例
仅为23%。(11月23日《经济参
考报》)

事实上，别说食品行业都
听多了“与国际接轨”的口号，
就是普通民众，在长期的耳濡
目染中都已被接受了“与国际
接轨”“国际惯例”之类的说
辞。事实也如此，现今的一些
大企业以及政府部门，在推出
某项措施或坚持某种现状之
时，动辄搬出两个理由：要么

“国情不同”，要么“与国际接
轨”。例如公众期待一些企业
或政府部门学习一下国外经
验，改善一下现状，有人立马
便站出来说，“这不符合中国
国情”。例如针对公众呼吁电
影分级，广电局官员就站出来
说，电影分级不合国情。至于
国情在哪里，哪里不符合，阻
力又在哪儿，却又顾左右而言
他。

说到与国际接轨，更是举
不胜举。比如12点退房、银行
收费、油价上涨、歧视小额业
务、信用卡全额罚息、电信业
收取月租费和双向收费等等，
种种国际惯例，目不暇接。很
明显，国际惯例也好，国情不
同也罢，很多时候都被滥用和
亵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蜕
变为狙击公众权利的杀手角
色，演变为垄断企业或利益集
团攫取利益的法宝及混淆视
听的遮羞布。

归类不合国情和国际惯

例的背景，不难找到一些共
性，那就是依利益集团的利益
方向而定。例如，水电、电信等
行业一些收费为人诟病，公众
期盼改变。作为利益既得者大
可以说，收费是与国际接轨，
改变则不合国情。比如一些民
生产品的价格问题，国情是高
价运行，国际惯例反之，此时，
一些人或机构依利而行，自然
是弃国际惯例而守中国国情
了。

总之，出现国际惯例和中
国国情依利而行，根子在于各
方利益博弈不平衡。强势一方
肆意欺诈弱势一方的逻辑显
现，进而使得不合国情与国际
惯例在我国表现为维护部门利
益和垄断利益而无视社会舆论
和民众合理诉求的遮羞布。靠
什么击破利益集团使用不合国
情或与国际接轨的“铁布衫”，
成为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如
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与国际
接轨和国情不同始终只是利
益集团逐利的挡箭牌或忽悠
民意的口号。食品标准如此，
其他行业标准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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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到晚的陪

领导开会，哪有时间

下基层。

近日，社科院课题组公布县处级领导
干部工作生活报告。报告称县处级领导干
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工作方式及特点
是造成干群疏离感的重要原因。县级干部
职位越高陪领导时间长，但干部下基层
少。对此，一位干部自称“两头受气”，受经
济发展和维稳两面压力。(《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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