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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改革的“适时”要等到何时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针对发改委《关于2012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
作的意见》，国务院日前予以
批转。意见指出，要深入推进
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
提出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的指导意见，适时出台中央
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
革方案。

公车改革已经进行了十
多年。早在1998年，国家便开
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公车改革
试点工作，开始了“车改”的
漫漫征程。2011年底，《党政
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

管理细则》和《机关事务管理
条例 (征求意见稿 )》接连出
台，各种规定办法连篇累牍，
但似乎都没有起到立竿见影
的效果。从近年来部分中央
部委公布的“三公消费”数字
中不难看出，公车支出在总
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仍旧遥
遥领先于其他各种开支。每
年全国公车支出的费用，超
过了2000亿元。这庞大的数
字，不仅给民众带来了经济
上的沉重负担，背后隐现的
种种腐败乱象，更引得社会
各界物议不断。

公车改革为何如此难？
个中缘由千头万绪，但从争

议的焦点来分析，足以“窥
一斑而见全豹”。目前，民
众对于公车的意见，集中在
运营成本高、使用效率低、
私用现象严重等几个方面。
在某些人眼中，公车绝不仅
仅是一辆车的问题，更是一
种身份地位的特殊标签。即
便各种规定写得雷厉风行，
但具体推行下去，往往如同
石沉大海一般不见波澜。更
有甚者，巧立名目跟规定打
起了“太极”，比如以工作
需求之名，采购豪华越野车
当做“工程用车”等等。

过往的经验已经证明，
仅仅利用行政力量，让已经

享受惯了公车福利的群体自
行改革，换来的必然还是阳
奉阴违的结果。要想让公务
用车改革真正落到实处，必
须引入法制手段，并接受群
众的监督。只有把公车的使
用置于制度监管和舆论监督
之下，让一些公车私用、揩油
渔利的人丢掉前程，才能真
正有力地打击腐败，推进公
车改革。

此次出台的《意见》，提
出由国管局、中央编办、发
展改革委、监察部、财政部
等实权部门参与，足见中央
推动公车改革的决心之大。
但“适时出台中央和国家机

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
的说法，又让人感到有些底
气不足。毕竟我们需要的，
是能够触动既得利益的措
施，而非含混其词的表态。
面对积重难返的现实，总是
摆出“谋定后动”的姿态，
只会让局面变得越来越复
杂 ；而 面 对 热 切 盼 望 的 民
意，又做出“徐图大计”的
姿态，更难以让民众寄予厚
望。实际上，公车改革缺的
不是规章意见，也不是时机
策略，而是决心和力度。如
果 对 于 现 状 总是坐 等“适
时”，很可能会贻误改革的
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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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茶叶比黄金还
要贵，这就是现在还没上市
的西湖龙井头茶，最近，500

克的西湖龙井头茶就在预
售义卖会上创出了18万元
的天价。

物以稀为贵，因季节与
气温的关系，猫了一冬的茶

树与单调了一季的渴求，少
有的几片绿色在供求关系
中，的确为高价的产生创造
了条件。在市场供求规律的
支撑下，农产品卖到天价并
不在少数，一只螃蟹可以卖
到1 . 8万元，知名品牌的头茬
春茶，从产效比来看，价格
高点的确可以理解。如此，
让茶农从特殊的供求关系
中受益，也并非坏事。

不过，市场价格靠的是
消费者刚性需要的支撑，头

茬春茶稀少自不必言，在消
费的层级中谁来消费当然
成为其溢价的助推器。堪比
黄金的春茶，绝对不是收藏
品，过了尝新的季节就会变
成一钱不值的叶子。天价春
茶显然有别于前几年“天价
普洱茶”的炒作。“尝新”的
单一功能，非一般群体所具
有的消费能力，将如此易耗
品归入奢侈品，似乎一点也
不为过。

想到易耗式的奢侈品，

不免想到让人又爱又恨的
茅台，谁尝了天价春茶的

“新鲜”，与谁喝了茅台，一
样充满着悬疑，而又不乏
明确答案。当茅台股价与
产品价格，在两会对公务
接待禁用茅台的声讨中应
声下跌，从中似乎不难看
出天价春茶与茅台一样，
价格里还含有“政治经济”
与“关系经济”的成分，用
力地“挤一挤”，便觉得水
分十足。

天价春茶，没有韵味只
有暧昧。君子之交淡如水，
春茶一盏于清淡之间，原本
更兼淡泊、清新、高雅的韵
味，在天价之下，滴滴流淌
的汁液又该有几多的社会
公平为之倾斜呢？也许稀
有的春茶，公众在意的不是
其价格的高低，只是对公平
在换盏流斛之间一点点流
失的隐忧。面对天价春茶的
一声叹息，又该有几多滋味
于其中杂陈呢？

几乎能发表字的人都
是作家，作家的职业荣誉感
早就消失殆尽了。

——— 作家马原说，现在
他更愿意说自己是小说家。

在中国城市改造中出
现的“千城一面”文化悲剧，
很可能在广大农村中再现。

——— 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主席冯骥才说。

现在整个医方成为商
业集团，患方被动地成为不
愿消费又不得不消费的消
费集团。在这个模式中，医
方可以不受约束地获取垄
断利润，又可以运用医患关
系中的知识、信息、能力不
对称，将责任减到最低。患
方则不得不被动接受医方
提出的所有条件。

——— 北京大学社会与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
说。

中国总是在公开领域
把性“污名化”，但私下却缺
乏正确的普及和教育。

——— 华中师范大学教
授彭晓辉说。

我们现在的一般规律
是，三十岁以下是结婚阶
段，住小房子 ;三十岁以后
呢，有孩子了，开始换三居
室或者大一点儿面积，进入
大房子。这两个阶段的情
况，能维持到2020年。

——— 房地产商任志强
说。

当世界上有一个像中
国这样的国家崛起时，世界
应当更多地通过多边的方
式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双
边的方式。强者肯定是制定
规则的主导者，但在一个多
边体系里，制定规则的权力
可以产生分流，强者的权力
会受到限制。

——— 美国彼得森国际
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阿
文德·萨勃拉曼尼亚说。

我们在山东苍山县进
行方言调查时发现，连70多
岁的老人也会觉得说方言

“土”，年轻人就更别说了。
——— 山东大学文学与

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岳立静
认为，一些年轻人对待方言
的消极心理，是造成方言危
机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崇
尚孤立，也没有抑制知识分
子好奇心。中国传统文化提
倡客观性和高尚的道德标
准，而中国科研问题的恶化
正是由于对这些传统文化
的尊重不够。

——— 南京师范大学教
授徐克谦说。

我们现在虽然是市场
经济，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
国家，在某些领域还需要借
助国有企业的力量来保证
产业的安全，有国家导向和
国家意愿的事情需要国有
企业来做，比如对战略性资
源以及一些核心部门进行
控制。

———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罗
仲伟说。

天价龙井，没有韵味只有暧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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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毙饿狼是个无奈的选择
□本报评论员 王封

狗咬人算不上新闻，但
狼咬人却是大新闻。本报近
日连续报道枣庄“打狼”事件
颇受人关注，“直接击毙恶
狼”更是引发外界广泛争论
和热议，也有环保人士、动物
保护主义者对此质疑：应该
使用麻醉枪等工具活捉狼，
而不应该将其击毙。

很多时候，出现争论并
不是什么坏事情。但是，在公
共安全遇到严峻挑战的情势
下，再对具有很大攻击性的

狼大谈动物权利和保护，就
让人觉得有些奢侈了。毕竟，
命丧狼口的两条人命更让我
们心痛。面对死者亲人的眼
泪、破碎的家庭，以及恐慌度
日的村民，保一方平安的枣
庄警方出动再多的警力猎狼
也是应该的，甚至是必须的。
两条人命，多人受伤，与一条
狼命相比，孰重孰轻，一目了
然。因此，从情理上讲，该不
该击毙那匹体格壮硕的狼，
不需要争论，也不值得争论。
面对狼的攻击，我们没有必
要去当“东郭先生”。

据称，有人对被击毙的
大灰狼的野生身份提出了疑
问。其实，不管是野生还是圈
养跑出来的狼，它频繁进村
伤人成为人们谈论话题、关
注焦点，从另外一个侧面也
说明，生态环境是不是出了
问题。广袤的田野、连绵的
山林里已经没有让狼这个
食肉动物果腹的食物。笔者
至今清楚地记得，在20多年
前的泰安农村老家，隆冬时
节 ，田 野 被 厚 厚 的 白 雪 覆
盖，真是一幅万里雪飘的北
国风光美景。即便如此，在

村郊的草垛边、雪地上，野
兔、黄鼠狼足印麻麻点点，
甚至野狼的粪便也常常出
现。村里老人也多有碰到野
狼的经历，但并没有狼伤人
的 惨 案 发 生 。近 几 年 再 回
家，田地里的野兔已很难碰
到 了 ，野 狼 的 故事已 成 传
说。如今虽资讯发达，但山
东境内出现“狼的踪迹”的
新闻屈指可数。只是这一次
在枣庄狼伤人的事件这么
频繁出现，让人意外。

我们在孜孜不倦地改变
着环境，却忽视了被改变了

的环境也会改变我们。饿狼
进村伤人，这虽然是小概率
事件，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不想引狼入室，也想放
狼归山，但在很多地方狼显
然已经没有了与人类井水不
犯河水的生存空间，狼被迫
铤而走险了，也迫使人类做
出你死我活的选择。

一个野生动物因为与人
类狭路相逢而被追杀，殊为
可惜。但如果我们能由此反
思如何在发展中更好地保护
环境，做到人与动物的和谐
相处，也算是有失有得。

>>个论

>>声音

双方要以诚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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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对六旬夫妇因未和开
发商就补偿款事宜达成协
议而坚守“孤岛”三年多，
姑且不论老夫妇开出的价
码是高还是低，但从照片上
两位老人的穿着和生活条
件来看，想必老夫妇的生活
已经很艰难。笔者以为，解
铃还须系铃人，双方还是应
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在当
地有关部门的协调中向对
方拿出诚意，彼此做出妥协
和让步。

随着新楼盘的建成和楼
盘绿化等环节的开展，开发
商一定不会愿意看到一个

“城中岛”的出现，这样既有
碍美观，更影响销售，后果不
言而喻；随着时间的推移，老

夫妇的生活状况也令人担
忧，没水没电且交通不便的
日子，他们也不可能安度晚
年。双方僵持，只会令彼此都
痛苦难堪。如果事态进一步
恶化，更得不偿失。笔者以
为，此时双方都要拿出“诚
意”。被拆迁户的要求应该合
情合理，既要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又要与其他已
搬迁的住户补偿状况基本一
致。开发商也应当在相应拆
迁政策和法律的指导下积极
进行补偿，配合当地部门的
协调，既不能强迫，也不能不
管不问。

读者：于涛

都来重视“小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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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娃49%近视，乡村娃仅
8%”为题，做了关于学生近视

的报道，报道中说，在2011年9

月份新生入学的第一次视力
普查中，某校六年级学生近
视率男生为62%，女生为60%。
笔者从事教育工作已经20多
年，其间的感受之一，就是眼
睛近视的孩子越来越多，“小
眼镜”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小眼镜”泛滥成灾，原
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课业
负担重，作业多，趴在桌上让
眼睛疲劳的机会增多，一方
面户外活动少，看看蓝天、
看看绿树的机会少，在学校
里，老师不敢组织学生外出
集体活动，害怕出事，双周
日，家长则让孩子进补习班
或者在家学习，户外活动也
不多；另一方面，有些孩子
沉溺网络游戏，甚至通宵上
网，伤害了眼睛。现在，“小
眼镜”确实到了非治理不可
的时候 了 。而 在 目 前 环 境
下，要治理“小眼镜”并非
易事，需要多管齐下，协同

作战，学校、教师、家长、社
会配合行动。学校要减轻学
生课业负担，要求教师少布
置作业，教师要经常提醒学
生保护视力的重要性，并且
培养学生正确的坐姿、良好
的用眼习惯，家长要多带领
孩子出去走走，领略一下大
自然风光，网吧要严格按照
规定办事，禁止未成年人在
网吧里过夜。只有这些事情
都脚踏实地地做好了，“小
眼镜”现象才会越来越少。

读者：曲征

提前开门不违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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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由于怕耽误乘车，乘客早
上 6 点多就到高铁 车 站 等
车，结果发现候车室 6点 4 5

分才开门，不少人在外面冻
了半个小时才进去。对此，

车站相关负责人解释，候车
室开门时间是济南铁路局
统一规定的，比最早一趟车
早半个小时。可对于很多乘
火车的人来说，都有提前到
站候车的习惯，提前来却吃
闭门羹确实让人很无奈。表
面上看，不能提前开门，是
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实际上
却是本位主义作怪，都是从
方便自身管理的角度着想，
没有考虑部分特殊顾客的
需求，是一种舍我其谁的强
势表现。

规定是死的，可人是活
的，提前一会儿开门，让早
到的民众到屋里暖和一下、
坐一会儿，不是多大的事，
也不是什么违反原则的问
题。希望，当规定与特殊情
况相遇的时候，也能多些灵
活性，适当照顾一下特殊情
况，灵活一点，民众可能就受
益许多。

读者：徐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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