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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市民参与抽检可以常态化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15日，青岛市食安、工商
等部门成立五个抽样组，和
市民代表一起走进各大超市
和市场，针对市民最关注的
十大食品进行抽样，这十大
食品是此前几万名青岛市民
通过网络投票选出来的。（今
日本报A05版）

抽检什么食品由老百
姓确定，抽检过程有市民代
表参加，检测结果也会公
布，这种让老百姓参与的形
式对于提振公众对食品安
全的信心很有好处，远比一
纸 写 着“ 9 0 % 以 上 产 品 合
格”的检测报告让人信服。
对于那些老百姓关心的问
题，职能部门的监督不妨多
做些这样的工作，走出闭门
管理的旧思路。

食品安全问题和群众

的生活息息相关，监管工
作也得跟上人们的现实需
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
断 有 食 品 安 全 问 题 被 曝
光，让很多人产生担忧。很
多人都想知道，自己常吃
的、身边市场就能买到的
那 些 食 品 到 底 有 没 有 问
题。前不久，中国乳制品工
业协会发布“国产产品好
于国外品牌”的调查结论，
又没能指出到底哪些洋奶
粉有问题，就引来了广泛
的批评。这次青岛组织的
食品抽检活动，是对老百
姓现实需求的及时回应，
这种开放式、参与式的监
管值得肯定。

抽检活动允许市民参
与，有助于人们更科学地判
断食品安全方面的信息。此
前有这样一种情况，有人想
通过第三方机构，自己拿

“可疑”食品去做检测，却发
现摸不着门路，因为根本不
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标准、检
测哪些指标；即便舍得花
钱，把所有的指标都做一
遍，也未必就能发现问题。
现有的信息不充分，自己做
检测又不现实，加剧了人们
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一旦某
种食品曝出安全问题，往往
会对一个产业造成冲击，很
多无辜的商家也会“中枪”。
青岛的这次活动让市民全
程参与，实际上也是一次科
普活动，让老百姓对食品安
全监管工作有一个更直观
的了解。

当然，要想让老百姓吃
得放心，日常的监管工作更
要做好，参与式的抽检活动
毕竟不是监管的常态。现在
很多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
有些甚至是一些知名企业

的产品，如果每一批次的产
品都能够按照规定做到严
格监管，问题食品也就没机
会上老百姓的餐桌了。更何
况，一旦食品商家掌握了应
付抽检活动的窍门，活动也
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了。相
反，如果抽检的结果和人们
的普遍感受不相符，还会让
老百姓对监管部门的公信
力产生质疑。

其实，要想提升人们对
食品安全的信心，不妨从这
次活动中吸取一点经验，让
更多的监督力量参与进来。
比方说，监管部门对哪些食
品进行了例行抽检、检测了
哪些指标、结果是什么样
的，这些都可以公开，让关
心食品安全的人能够更方
便地监督政府的工作，把日
常的食品监管也变成公开
的“活动”。

要想提升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信心，不妨从这次活动中吸取一点经验，让更多的监督力量参与

进来，把日常的食品监管也变成公开的“活动”。

“不道歉”更伤劳教委的面子

□本报评论员 赵丽

15日，湖南省高院对唐
慧诉湖南永州市劳教委行政
赔偿一案做出终审判决。
湖南高院判决永州市劳教
委赔偿唐慧侵犯人身自由
赔偿金1641元，精神损害抚
慰金1000元，唐慧要求永州
劳教委书面赔礼道歉的请
求法院没有支持。

唐慧之所以执意将这场
诉讼进行到底，无非是要寻
求一个公道，尤其是希望公
权 力 机 关 能 真 正 承 认 错
误，并做出诚恳的表态。如
果没有这一点，那对唐慧
来说远远算不上是真胜诉。
湖南高院审理认为，在二审
庭审中永州市劳教委法定代
表人已向唐慧赔礼道歉，故

对唐慧要求书面赔礼道歉
的 诉 讼 请 求 视 为 已 经 履
行。这与唐慧的期待，甚至
与公众的期待都有不小的
差距。

首先，虽然法律没有明
文规定道歉必须以书面形
式，但唐慧提出“书面道歉”
的要求显然在法律允许范围
之内，并不过分。且考虑到此
案影响面广，唐慧及其家庭
在此中还受到诸多猜测和中
伤，永州劳教委做书面道歉
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有必要
的。

其次，更让人寒心的是，
永州劳教委虽然在二审庭审
过程中做出了道歉，但其内
容核心仍是“人文关怀不
够”、“处理方式不当”。其背
后的潜台词，仍是与其答辩

意见同出一辙，即对唐慧进
行劳教无明显不当，湖南省
劳教委撤销对唐慧的劳教决
定，并非认定这一劳教行为
不合法，只是考虑到唐慧家
庭的特殊情况进行的照顾。
这种“我没有错，有错也是小
错”的态度，很难说得上是实
心实意的认错，自然难以让
另一方当事人唐慧感受到公
正，难以减少其内心的委屈
和痛苦。

做错不认错，认错不道
歉，永州劳教委这种姿态强
硬的表现，不知是出于对自
己行为的充分信任，还是
基于“保面子”的考虑？如网
友所言，如果是后者，这种官
场心态正是法治建设的最大
障碍，对此心态的纠正也恰
是行政诉讼的制度内核。因

为，公权力机关如果不尊重
法律和事实，不敢承担责
任，不但让唐慧这样的普通
民众伤心，也必然给自己的
公信力造成严重的二次伤
害。

对唐慧而言，终审判决
的这份遗憾，可能会随着时
间的流逝逐渐变淡，也可能
会成为一辈子的创伤。不
过，还是希望这位母亲能
早日回归平静的生活。同
时，也希望永州劳教委能
早点认识到，让人信服的，
不 是 绝 不 认 错 、“ 总 是 有
理”，而在时刻保持谦卑谨
慎的态度，尊重公民权利，理
性行事，运行有范。

希望永州劳教委能早点认识到，让人信服的，不是绝不认错、“总是有理”，而在时刻保持谦

卑谨慎的态度，尊重公民权利，理性行事，运行有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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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李克强总理在
广西主持召开部分省区经
济形势座谈会时，首次提出
了中国宏观经济目标的“上
限”和“下限”的提法，这是

“李克强经济学”官方论点
的核心。

根据总理的谈话要义，
笔者认为真正的“李克强经
济学”的要点应概括为：第
一，调结构和促转型是本届
政府的核心任务，必须在一
个相对平稳的环境中进行。
第二，宏观政策合理的区
间，既要使经济增长和就业
不低于政府的预期目标，也
要使物价等衡量宏观经济
健康的重要指标不超过民
众的承受力。第三，破解不

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
深层次矛盾的关键仍然是
推动改革，打造中国经济的
3 . 0升级版，这将是“李克强
经济学”的核心。

那些将“两限论”解读
为政府又将隐形出台刺激
政策的信号很显然是一种
误读。李克强总理上任以
来，从来没有提“保八”，也
是因为深刻认识到解决中
国经济的失衡问题必须靠
强力推动改革完成，而不是
走以前的老路：经济一旦下
滑，就放弃对过剩产能和低
端产业的清理，用重复性的
刺激措施为未来制造更大
的麻烦。(摘自《中国经营
报》，作者马光远)

正确理解“两限论”的政策要义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时，中国经济外有危机，内
有诸多影响短期需求的改
革，再加上坚持中长期适度
从紧的货币政策，致使经济
收缩、物价下跌、银行不良
资产上升。

相比而言，现在的回旋
余地变小了一些，但是风险
总体上是可控的。跟1 9 9 8

年、1999年官方宣布的27%

的不良贷款率比起来，当前
银行体系已经有了大幅度
改善。就未来较长一段时期
来看，中国经济恐怕不会再
出现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那
样高速的增长了，但仍然有
可能进入次高速增长阶段，

比如很长一段时间在7%-
8%的区间运转。

所以，如果在短期遇到
潜在风险，甚至风险有所显
现，我们也无需特别慌张。
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
在结构转型上。关键问题在
于，如何转型？结构不是调
出来的，因为保增长的同时
很可能损害了结构，结构只
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当中
压迫出来。政府主导型经济
结构调整是不现实的。中国
现在面临的情况是，如果经
济往下走，风险在暴露，而
转型必然会带来阵痛。(摘
自《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
瞿强)

直面阵痛期金融体系风险

回过头来看，2008年美
国经济危机来袭之时，中国
处于边缘地带，而且处在自
身经济周期的调整阶段，以
结构改革为中心的增长方
式转换早已提上议程。当
时，中国迅即以财政政策主
导应对危机，“4万亿”刺激计
划的最重头是投资。这有助
于稳定经济，但却延缓或抑
制了关乎增长模式转换的改
革；投资需要天量信贷配套，
使刚露出下降苗头的资产
价格再度暴涨，也使整个经
济重新进入加杠杆过程。

由于国企在获得信贷
等资源方面具有体制优势，
危机后国企扩张迅速，经济

中最具活力的民营企业被压
制和替代。在政府产业振兴
规划的推动下，地方政府与
国企行为叠加，直接加剧了
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源于
复杂的实体经济矛盾和问
题，金融风险已经显现。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
经济当下遇到的困难，正
是去杠杆化和化解产能过
剩所必须经历的痛苦。承受
痛苦对领导者既是考验，也
是使命。解决这些问题，稳定
经济增长，不能回归过去粗
放发展的老路，只能依靠结
构调整的切实推进。(摘自

《新世纪》周刊，作者胡舒
立)

同样危机不同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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