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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机场命名“五粮液”疑似明码标价

□本报评论员 石念军

五粮液集团新近获赠的
一大“利好”又让人们焦虑起
来。5月23日，四川宜宾市召开
新闻发布会，宜宾市副市长
谢杰称，宜宾机场的迁建立
项已经获得批准，并将命名
为五粮液机场。对此，公众
纷 纷 质 疑 ：政 府 投 资 建 机
场，以企业品牌命名是否合
适？

不难想象，冠名当地机

场这样一个公共窗口，对五
粮液意味着多大的广告效
应。宜宾市在回应质疑中强
调，“以五粮液命名，既能提
高宜宾市知名度，还能扩大
五粮液影响力，是一个双赢
的合作。”这一“双赢”逻辑实
际阐述了此番命名背后的

“利益交换”：五粮液提升品
牌形象、进而扩大产值；宜宾
市提高地方知名度，同时受
益五粮液更多纳税。从某种
程度上讲，如此所谓的“双
赢”，实际无异于“明码标价”
出卖公共资源。

一般而言，政府所给予

的政策、土地、资金等有形无
形的扶持，当地龙头企业都
会最大限度地获取；对于地
方的一些建设配套项目、爱
心工程，龙头企业也会积极
参与并有所表现。五粮液此
番获得机场命名不过是这种
政企良好关系的又一次展
现。正如宜宾市的回应，“五
粮液机场并不是首家以企业
命名的机场，早在去年贵州
就以茅台命名机场并开始动
工修建”，地方政府的这种情
绪可以理解，但权力与资本
过于紧密的关系，必然会破
坏正常的市场环境。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里，片面追求发展速度、扩容
GDP总量，是一些地方在发
展中容易出现的偏差。一些
地方大企业作为地方创税的
大户，地方政府视之为“掌中
宝”，诸如划拨土地、倾斜政
策、配套资金等，往往“有条
件要支持，没有条件创造条
件也要支持”。政府虽有义务
扶持地方企业发展，但是介
入过深也容易偏离政府部门
在市场中的角色定位，以致
出现“嫌贫爱富”、“厚此薄
彼”的政策，甚至沦为一些大
企业的“大管家”、“推销商”。

从根本上讲，机场等公
共设施不同于足球俱乐部，
俱乐部本身就是独立的市场
主体，自然可以完全按照市
场的逻辑，明码标价地选择
企业命名。但机场、道路等公
共设施不仅是开放的，而且
是面向全社会的。如果按照
宜宾市的命名逻辑，那么全
国很多地方的机场都可以改
名，哪个地方没有一家纳税
龙头企业呢？

这种命名模式，说起来
理由很多，其实是缺乏远见
的。说到底，这种模式暗含的
发展思路还是“向后看”，而

不是“向前看”。以本地最大
型的企业命名机场，看起来
是最大限度地扶持纳税龙头
企业，保护地方经济稳定发
展，实际上也是地方政府固
步自封的表现。假如将来宜
宾出现像苹果这样的企业，
或者别的什么企业，上交利
税比五粮液更高，那么，这
个机场是不是要再行更名？
当然，宜宾在短期内未必会
发生这样的事，但在其他一
些城市，不是没有发生过以
企业命名道路，后因企业萧
条而再行更改道路名称的
事。

封二

□羽人三

日前，广东佛山一家年
产酱油8万多箱的某大型调
味公司，被发现使用容易致癌
的工业盐水代替食用盐。经
查，该厂家购入工业盐水达
760多吨。该企业负责人承认，
公司在明知工业盐水为非食
用物质的情况下，仍用工业
盐水作为酱油原料。而事发
时，涉事企业有65箱问题老抽
流入市场。(5月24日《新快报》)

又见对问题企业的不点
名曝光。尽管涉事调味公司的
违法行为被广东省“三打”办
第二督导组执法人员抓个
现行，案件现场也已移交给
该区质监部门处理；尽管工
业盐水含有较多的重金属和
致病物质，长期食用容易发生
癌变；尽管致癌酱油不仅批
量生产，且已流入市场，但在
相关部门通报中，对该大型调
味公司的名号依然讳莫如
深，再次使用了“某”称谓。

其实，问题企业不点名曝
光并不少见，而“××”或“某
某”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称谓

在一些场合屡见不鲜。湖北省
工商、质监、食品药监等7个
部门在2月28日联合发布去
年消费维权典型案例，但被
点名企业部分都被“某”或

“A”代替遮羞。而对于为何
不直呼其名，湖北省消委做
出了有趣的解释，“如果点
名，怕这些企业‘不舒服’”。

问题企业触犯了法律，
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还要让
他们过得舒服，这样的逻辑
让人费解。但显而易见的
是，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
当下，这样的温柔不仅是对
消费者权益和民众健康的

漠视，更容易加深民众对食
品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
引发社会骚动。而对于涉事
企业而言，执法不到位的宽
容还可能助长其嚣张气焰，
在违法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毫无疑问，监督者搞错
了自己的角色。何以至此？
权力不与资本较真。这里面
既有维护地方社会稳定的
因素，也可能是权力本身和
问题企业有着牵扯不清的
利益关系，但更重要的在于
地方执法部门出于对财政
税收或者GDP增长的考量，
下意识地保护本地企业。

如何让监管硬起来，既
是老生常谈，又任重道远。在
涉事企业违法已是既成事实
的语境下，坚持最起码的信息
公开，通过点名曝光的方式，
还消费者应有的知情权和选
择权不该成奢望。也只有如
此，才能形成对不法企业的有
效打击，促其改过自新，同时
震慑其他守法企业安分守
己不步其后尘，这既是维护
健康消费环境的必要，也是维
护市场公平公正的必要。

以均衡打破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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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了教育部及省教育厅等
对“全国中学百强排名”消
息的辟谣。全国中学百强榜
单之所以在网络上广为流
传，许多人还相信其真实
性，很重要的原因是“上榜”
中学确实在社会上有很广泛
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说明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状况
依然突出。对于“全国中学百
强排名”，需要辟谣，但又不
能止于简单的辟谣。如果各
地各中学基本达到实力、条
件均衡，就没人信这些排名
了。 读者：李凌志

对问题企业不点名曝光就是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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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道路等公共设施不仅是开放的，而且是面向全社会的。如果按照宜宾市的命名逻辑，那么全国很多地方的机场都都
可以改名，哪个地方没有一家纳税龙头企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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