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众呼吁在周末、寒暑假、节
假日开放学校体育设施的声音持
续多年。不过，据记者调查，很多学
校对此心存顾虑，泰安市5所应向社
会敞开操场大门的学校，只有一家
向社会敞开大门。(详见本报A09版)

我国体育场地大多属于教育
系统，大约占总量的65 . 6%，其中对
外开放的为29 . 2%。如果充分利用，
无疑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现在公

共体育设施建设的短板。国家和地
方近年来也在政策层面力促此事。
以我省为例，省级财政便安排了专
项补助资金，对170所向社会开放体
育设施的学校每校补助3万元，以解
决体育设施更新维护等问题。

按照惯例，既然前有政策约束，
后有资金补助，学校即便不积极推
动，也不应该大门紧闭。从目前来看，
学校之所以如此消极，除了与政策出
台后教育部门督促力度不够有关，更
在于学校对开放后可能带来的安全、
管理问题顾虑较多。

坦率地讲，学校顾虑的这些问题
或多或少存在，但这些问题均可以通

过实践中的跟进措施解决。比如，可
以明确学校的管理职责与责任权限，
配以相应的规章制度。以学校最为担
心的锻炼时发生安全事故为例，一些
城市已经通过由政府出资购买公众
责任险的方法，规避了学校的风险。

实际上，一些已经面向社会开
放体育设施的学校，只要管理得
当，并没有成为学校的负担，而是
赢得了社会的好评，增加了学校的
美誉度。反观一些学校，一边在向
社会开放体育设施上消极应对，一
边却将校内体育设施作为赢利手
段，向前来锻炼的公众收取费用。

在目前政策落实陷入困境的情

况下，改变学校体育设施“铁将军”把
门的状况，既离不开学校自身的主动
而为，更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强力推动。
比如政府主管部门可规定学校体育设
施向社会开放的最低时长，并向社会
公示、接受监督；同时，也应完善相应
的问责机制，对拒不执行的学校予以
处罚。

当然，缓解公共体育设施“僧
多粥少”的现状，更有赖政府部门
尽快弥补欠账。政府除了要加大对
公共体育场馆建设的投入，更要尽
可能盘活已有资源，推动现有体育
场馆、公园等公益性场所的体育设
施向社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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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吉祥

开放操场别让公众等太久

近日，在重庆万州滨江路上，一
支豪华的南瓜马车迎亲队伍吸引了
众人的目光。据了解，两位新人光是
定制这辆欧式马车就花了4 .5万元，整
个婚礼耗资38万元。很多网友在送上
祝福的同时，对这场“上档次”的婚礼
也表露出了羡慕甚至赞赏。

婚礼是男女走向婚姻殿堂的
一场仪式，在不少人看来，似乎花
费越多感情越深。不仅如此，包括

亲情、友情甚至父母对子女的抚养
之情，也有被物质化的趋势。在很
多人眼里，如此“贵重”的感情已成
了一种负担，但究竟该怎样表达感
情，不提钱似乎别无他法。

感情的“金钱化”虽饱受诟病，但
生活中却已经见怪不怪了。从“万里
挑一”到“万紫千红”，订婚的彩礼水涨
船高，亲朋好友参加婚礼，也少不了
体面的“份子钱”。当然，与婚姻相关的
只是一部分，过年给老人带多少钱的
保健品，给孩子买多少钱的电子产
品，也成了表达感情的必需。但凡与
感情有关的，都有了金钱这个评价标
准，礼轻就意味着情义更轻。那些物

质条件不好的人，也深感无力表达感
情，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亲友爱人。

感情的深浅被“金钱化”了，就有
了攀比的依据。表达感情要费心思量
送多贵的礼品，接受馈赠者则依据礼
品礼金，开始重新审视双方的关系。如
此一来，人们对物质和金钱的追逐欲
更强了。人与人交往也受到影响，善于
攀富结贵的人被看作有本事，“与土豪
交朋友”也成了很多人口中的流行语。

更可怕的是，“金钱化”已从生活
领域向外扩展。护士收受礼金，帮奶
企抢夺婴儿的“第一口奶”；教师把学
生当做摇钱树，私自开设辅导班；个
别官员置群众的安全于不顾，靠倒卖

工程中标权发家……过分看重金钱，
人反倒成了金钱的奴隶，不仅是人与
人之间的感情，就连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的底线，都受到了冲击。

的确，钱多钱少对物质生活的
影响是巨大的，但毕竟无法与感情
画等号。建造“爱情天梯”的刘国
江、割肝救子的“暴走妈妈”，有谁
敢说他们没有丰富的感情呢？那些
一味埋怨社会却默默顺应“潮流”
的人，不妨从自身做起，用更多感
情上的关怀，除掉金钱的烙印。或
者反过来想一想，那些只看重金钱
多少和礼品贵贱的人，真的值得你
付出感情去关爱、去信任吗？

葛纵横谈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与土豪交朋友”何以流行
——— 反思“身边的怪现象”之三

□赵丽

16日，厦门市同安区城管局人
员在参与国土部门的联合执法时，
被人泼含有硫酸的液体，18人入院
治疗，两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

近些年来，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
盾愈演愈烈，甚至不时有人身冲突上
演。仅今年以来，就有城管对商户“踩
头”、用秤砣砸死瓜农等恶性事件发
生，现在又有“泼硫酸”事件。这类一有

矛盾就诉诸暴力，就像对待仇人一样
下狠手的做法，实在让人震惊和痛心。

当前我们处在社会转型期，利
益诉求多样、矛盾多发。此时更需要
理性、守法的社会氛围。可惜的是，
每当出现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人不
是就事论理，而是比谁的拳头硬，比
谁的手段狠。不管是城管和商贩互
相伤害，还是患者殴打医护人员，甚
至像宁夏7人被杀的灭门案，都是戾
气弥漫的结果。

在一个“恶狠狠”的环境中，人
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要消除戾气，
每个人也该少些焦躁之气，遇事三
思而行，讲理守法。

斗狠不如讲理

葛时事微微谈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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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学校体育设施“铁将军”把门的状况，既离不开学校自身的主动而为，更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强力推动。比如政
府主管部门可规定开放的最低时长，并向社会公示；同时，也应完善相应的问责机制，对拒不执行的学校予以处罚。

央行日前召开市场利率定价自
律机制成立会议，认为近期有序推
进利率市场化工作的任务是建立市
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开展贷款基
础利率报价工作和推进同业存单发
行与交易。

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建
立，是为了对金融机构自主确定的
货币市场、信贷市场等金融市场利
率进行自律管理，维护市场正当竞
争秩序，促进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同
时，也是为了促使金融机构更加关
注风险。央行还将对市场利率定价
自律机制成员采取一定的激励约束
措施，促进金融机构提高自主定价
能力，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有人认为，中国的利率市场化
进程太过缓慢，还未放开便开始管
理，让市场化进程看上去缩手缩脚，
缺乏刺激性措施来突出重围。此议
值得商榷。应该看到，推行利率市场
化是为了鼓励银行竞争，增加银行
业的活力。在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
退出机制还未推出、相关监管体系

并不完善的当下，中国的利率市场
化不可能一蹴而就。

其他已实行利率市场化国家的
经验教训也表明，多数国家在利率
市场化的初期都会由于银行业的竞
争压力骤升，导致利率报价的恶性
竞争及信用的无序扩张，进而导致
整个社会资金配置的总体风险偏好
上升，逼升了整个经济体的系统性
风险。而此次提出建立市场利率定
价自律机制，则正好能有效解决信
贷市场贷款人信息不对称、报价迥
异等问题。

不可否认，利率市场化推进需
要进一步加强，但利率并不是在任
何条件下都能解禁的，即便是要加
快其进程，也必须要有健全的监管
和风险防控措施，以及适当的经
济环境为其放开作保障，千万不
可操之过急。改革始终需要控制
好节奏，做到监管张弛有度，才能
扫清途中障碍，充分享受改革带来
的成果。

(摘自《经济日报》，作者李林鸾)

利率市场化不可操之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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