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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和平崛起，需要航母护航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9月25日，中国第一艘航
空母舰正式交付海军。这是
值得中国人铭记的历史节
点。随着钓鱼岛争端的升温，
中国民众对于领海主权和海
上权益的关注也日渐提高。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
识到，领土争端的解决往往
取决于综合国力的较量。如
果没有强大的海军做后盾，

我们在东海、南海所遇到的
麻烦就很难得到根本解决。
而要建设强大海军，航母又
是不可或缺的。

历史上中国是个“大陆
性国家”，虽然有漫长的海岸
线，但是受“重陆轻海”思想
的影响，军事上主要侧重于
守卫陆地国土，而忽视海洋
国土。但是特殊的地缘决定
了，如果海防成为柔软的腹
部，中国就会面临安全危机。
中国在近代所遭受的入侵，
也大多来自于海上，鸦片战
争、甲午战争带来的耻辱让

中国人永世不忘。历史已经
告诉我们，中国不仅是大陆
国家，也是海洋国家，必须用
战略眼光关注海洋。

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
年的迅速发展，目前也需要
寻找新的增长点，而发展海
洋经济就是必然的选择。到
海洋寻找资源和发展空间，
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一致行
动。随着海洋资源竞争的加
剧，周边国家侵害中国海洋
权益的小动作不断增多，这
些都促使中国下决心发展航
母事业。军事实力的提升，也

是保证中国从大国迈向强国
的必经之路。

中国有了航母，必然会
震慑那些试图侵占中国岛屿
和掠夺中国海洋资源的国
家，但是也应该看到，拥有航母
只是迈向强国的一个必要条
件，却不是迅速解决海洋争端
的灵丹妙药。环顾亚太区域，印
度、泰国和韩国都拥有了航母，
日本也在大力发展“准航母”。
中国虽然已经跻身航母国家之
列，但是军事实力并没有因此
发生根本改变，何况还有其他
军事大国在幕后参与到本地

区的博弈中来。有了航母的
中国难免还会在海上遇到麻
烦，这仍然需要中国人以极
大的耐心去解决。

中国的历史已经让国人
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
理，发展航母以提高军力，也
是为了在国际竞争中不落下
风。但是国力的竞争，不只在
于硬实力，同样还需要软实
力。无论是建造航母，还是使
用航母，都需要高素质的人
才做基础。有了航母，能否用
好航母，能否建造更多航母，
也考验着我们是否具备创新

的能力。如果在这方面出现
短板，我们在世界上的崛起
就缺乏强劲动力。船坚炮利，
确实是我们用以捍卫主权的
骄傲，但不是唯一的寄托。中
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要在
各个领域建设相匹配的模
式，也就是追求经济、政治、
文化、军事的全面发展。

不少专家已经做出预
测，一艘航母不会改变中国
的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这艘
巨轮仍然需要在既定的航线上
稳定前进。我们虽为航母感到
骄傲，但决不能因此自大。

中国虽然已经跻身航母国家之列，但是军事实力并没有因此发生根本改变，何况还有其他军事大国在幕后参与到本地区区的

博弈中来。有了航母的中国难免还会在海上遇到麻烦，这仍然需要中国人以极大的耐心去解决。

事件观

□周明华

中秋临近，北京一家发
展股份公司推出了多款用真
金白银制造的月饼。销售人员
告诉记者，售价为47620元/套
的“国宝中秋”，“北京限量
2000套，现在只剩一套了”。
某银行网点一位理财经理也
表示，上述金银月饼很好卖，

“我们周围全是政府机关，各
地过节来送礼的买得多。”据
专家称，金银月饼价格远远

背离金银本身价格，不具投
资价值。(9月25日《中国经济
周刊》)

几个月饼在一番“穿金
戴银”之后，价值就飙升到近
5万元，不用说，这严重背离
了商品的价值。事实上，近年
来国家有关部门针对月饼包
装多次下发红头文件，比如，
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
曾发布《月饼强制性国家标
准》，明文规定，月饼包装成
本不得超过月饼出厂价格的

2 5%，可那些瞅准“送礼市
场”要大赚一笔的商家却一
直我行我素，根本没把要面
临的“惩罚”放在眼里。事实
上，近年来，我们压根儿也未
见过什么惩罚。

同样，这名银行理财经
理的高调也刺痛着网民的神
经。我不相信，他们会不知道
这种“天价月饼”意味着什
么，但为了一个“利”字，就可
以不顾国家相关法规约束，
反而津津乐道地分析起天价

月饼好卖是因为附近政府机
关较多。是的，老百姓自用是
不会买这种天价月饼的，也
买不起，这东西不外乎是用
来做“跑部钱进”、换取利益
的敲门砖。

要改变这种状况，还需
从掐断送礼源头开始。而前
述的“高调行为”就是一封举
报信，有关部门不妨追查一
下这2000套天价月饼的最终

“落脚点”，将其公告天下，或
是震慑后来者的一记重拳。

□晏扬

9月24日，北京律师董正
伟向铁道部寄送挂号信函，
申请公开12306购票网站设
计、建设以及招投标过程的
全部信息。同一天，西北师范
大学大二女生黄焕婷向铁道
部寄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信，申请公开“新一代客票系
统一期工程”的具体项目及
所花资金。

人们质疑12306购票网
站，不仅因为它疑似“豆腐渣

工程”，而且因为它可能是花
巨资打造的“豆腐渣工程”。
此前，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
公司发布的公告称，该公司
参与了铁道部“新一代客
票系统一期工程”的招投
标，中标金额为1 . 9 9亿元。
媒体调查发现，还有一家上
市公司拿到了另外1 . 3亿元
的中标合同，这意味着，该
客票系统工程建设费用至
少达3亿多元，而媒体援引
相关人士的说法称，一般
客票系统的建设费用合计不

超过3000万元，两者相差十
多倍。

正因为权威渠道信息阙
如，加上之前铁道部投资
1850万元拍摄5分钟宣传短
片的丑闻，足以让人们怀疑
购票网站是不是另一个“天
价宣传片”，是不是有人像拍
摄“天价宣传片”那样借机中
饱私囊。因此，要消除民众质
疑，驱散笼罩在购票网站之
上的重重疑云，唯有将相关
信息详尽地公之于众，包括
购票网站的造价、招投标过

程、中标方案等信息，都应
当置于阳光下付诸公论，接
受民众的监督。

购票网站“一票难求”
是一个问题，其建设过程是
否存在“猫腻”是另一个问
题，显然，民众更不能容忍
后者。在这个意义上，即使
无人提出申请，铁道部也应
主动公开相关信息以“自
证清白”，这既是铁道部责
任 所 系 、义 务 所 在 ，更 是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明
确要求。

12306别成了另一个“天价宣传片”

查查两千套“黄金月饼”去了谁家

封二

□崔滨

又到了9月份的审车高
峰期，济南市不少私家车主
也开始为“油改气”后加装
的气罐烦恼。由于现行的车
辆管理政策没有关于“油改
气”的明确规定，不少私家车
主不得不玩起“年检前拆下，
检完再装上”的拆装气罐游
戏。(本报今日A13版)

由于近年来油价一涨
再涨，97号汽油更是进入了

“8”时代，迫于成本压力，加
上对环保的考虑，对爱车进
行“油改气”改装，已经成为
了济南3000位私家车主共
同的选择。

虽然“油改气”经济环
保，却难以通过交管部门例
行的安检。按照省城交管部
门的说法，我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规定，不得拼装或者改
变机动车已经登记的结构
或特征，而“油改气”显然不
符合这一规定，在省城，“油
改气”私家车要想通过安
检，必须要强制拆罐。

交管部门出于安全考
虑禁止车辆“油改气”可以
理解，但在我们的身边，每
天都行驶着大量“油改气”

的公交车和出租车，这些运
营车辆，不论是使用频率，
还是行驶里程，都远远超过
私家车，至今并没有出现这
些“油改气”运营车辆事故
频发的相关消息。可见，只
要对气瓶质量以及改装企
业的资质进行严格有效的
管理，日益成熟的“油改气”
技术是能够满足相关法规
对车辆行驶安全的要求的。

另外，我省泰安、德州、
东营、威海等地已经放开了
私家车“油改气”，交管部门
出台了针对“油改气”车辆
的年检和安全标准，这证明

“油改气”不存在不能突破
的政策天花板。

可以说，目前困扰省城
3000多“油改气”私家车主
的，主要是相关部门在执行
车辆安全管理法规上的滞后
和缺乏弹性。的确，制度的执
行需要刚性，但制订和执行
制度的初衷，最终却是为了
让人们的生活更加方便。既
然“油改气”有市场需求，既
省钱又环保，国家和地方能
否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法规，
给游走于法律边缘的私家车

“油改气”指引一条发展的正
轨呢？

(作者为本报记者)

遇阻的“油改气”

呼唤弹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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