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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清晨7时40分，在太原迎泽
大街山西省委附近，连续发生数起
爆炸物爆炸，导致1人死亡1人受重
伤7人轻伤。公安民警在现场发现钢
珠、电路板等爆炸物，初步判断爆炸
系人为制造。

尽管还无法了解案件的更多信
息，但1死8伤、20多辆车受损的惨烈
状况，足以证明这起爆炸给公共安
全造成的危害。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在公共场所制造爆炸的行为都是无
法容忍的，施暴者理应受到法律的
严惩以及舆论的强烈谴责。

很显然，这起爆炸对当地公共
秩序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也给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不可挽回
的损失。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很多
人了解到爆炸现场的情况，在接连
的巨响、升腾的烟雾以及四溅的碎
片中，不难想象，当时处在爆炸点附
近的人们，会在怎样的惶恐中开始
新的一天。一想到已经有人被爆炸
夺走生命，就更让人感到心痛。按照
当地警方的说法，已经初步判断爆
炸是人为制造的，正展开全力侦查。
这种在公共场所实施爆炸的人，可
谓丧心病狂，唯有用法律严惩凶手，
才能平息公众的恐慌。

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出于什
么样的原因，爆炸制造者的极端行
为都应当是舆论不能容忍的。现在

也有一种声音，猜测爆炸制造者有
冤屈，或是遭受了不公平待遇，但任
何理由，都不足以为制造爆炸这样
的极端行为辩护。对于任何一个人
来说，采取正当合法的方式是做事
的底线，这也应当成为舆论做判断
是非的基本准则。对爆炸制造者的
同情，实际上是在纵容类似的极端
行为，如果越来越多的人用极端行
为来发泄情绪，每个人都有可能成
为受害者。

现如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
期，塑造安全的公共氛围，鼓励正当
的利益诉求方式，显得更加可贵。社
会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利益纠葛，
如何化解就显得尤为重要，全社会
应当形成这样一种共识：要用合法
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学会理性表

达而不是诉诸暴力。一方面，相关职
能部门要正确对待群众的利益诉
求，积极行动完善相应的机制，把社
会矛盾化解在萌芽之中；另一方面，
舆论对极端行为要采取零容忍的
态度，民众在利益表达时，也要坚
守合法合规的底线。类似人为制造
的爆炸等极端事件，是每个人都不
愿看到的，维护良好的公共秩序，
杜绝极端事件发生，需要全社会的
共同努力。

类似太原爆炸案这样的极端事
件总是偶然的，但每次都对公众产
生了强烈的心理冲击。无论施暴者
有怎样的理由，我们要坚守一个不
容模糊的道德底线——— 危害公共安
全的人不值得同情。守住这个是非
界线，才能拧紧社会的“安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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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嘉琛

在一些玩笑话中，一些贪官早
已被归入“演艺行业”，尤其那些作
风不正还偏要在群众面前示清廉
的。从李春城到廖少华，不少官员都
曾以大秀“廉政语录”的方式，将自
己包装成“廉政标兵”、“反腐先锋”。

那些“潜伏”的问题官员们，用
五花八门的廉政秀骗取了上级和公
众的信任。“左手拿先进，右手拿现

金”，群众对他们的双面人生都有很
形象的描述。其实很多时候，“双面”
官员能上下通吃，不是因为他们“演
技”高明，而是干部考察、权力监督
机制没发挥作用。

反腐斗争就像“道”与“魔”的较
量，随着反腐力度加码，问题官员们
的廉政秀也会越来越多，这给反腐
工作提出了新课题。要识破问题官
员的伪装，药方无外乎两个：其一，
给权力“上锁”，减少他们弄权谋利
的空间；其二，增加透明度，让官员
多晒“太阳”，让群众去揭穿那些虚
假的表演，廉政秀最怕“见光死”。

“廉政秀”最怕“见光死”

危害公共安全的人不值得同情
人员1死8伤、20多辆车受损的惨烈状况，足以证明这起爆炸给公共安全造成的危害。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在公共场所制造爆炸的行为都是无法容忍的，施暴者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以及舆论的强烈谴责。

有一个数据，改革开放后，我
们从农民手里拿了30多万亿元的
地，给农民的估计不到5000亿元，
土地增值的大部分被地方政府和
开发商拿走了。

如果农民可以用土地权换得
经营权的话，土地就可以入股，企
业不需要支付地价，地价就下来
了，农民可以得到持续的收入，这
对企业和农民来说是互利的。还
有一种是买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
权，但如果政府还是实行储备土
地、饥饿供给、低价流拍等行政卖
地法，农村集体用地符合规划也
得政府批准才能买卖，地价还是
降不下来，甚至会更高。

还有一个更加关键的是，农
村集体土地，是永续使用，还是有
土地出让使用年期，年期多长？有
的学者认为，物权法规定，住宅等

产权可以接续。但是，物权法是一
个法院审裁性质的法，而土地法
则是颁证认定的法，银行在抵
押时，不会依据物权法。现在看
来，土地法不仅与宪法不相协
调，而且与物权法之间也有冲
突。进一步的改革，需要彻底解
决这个矛盾。

既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就需要有土地和房屋产权清
晰和界定这样一个基础，就要有
市场平等和等价交易、政府收税
等这样的机制。没有这样一个最
核心机制的形成，中国的房地产
领域，将永远问题成堆。(摘自《东
方早报》，作者周天勇)

土地流转需系统改革

“急”乃发展之“疾”

这些年，中国经济持续保持
两位数的增速。从政府到企业、从
专家到民众，都对经济发展抱有
极大的热情与干劲，自然是一件
好事，但犹如一辆高速行驶的汽
车，若司机只会加油、加油、再加
油，不会换挡、不会避让、不会拐
弯，终将驶入危险的深渊。

太着急，已深刻反映在经济
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整个社
会呈现出“速度型”特征，并导致
大量规则的失灵失范，成为社会
发展的顽疾。比如，几乎每任官员
都急迫地希望交出“漂亮答卷”，
导致经济增长效益不高，面貌千
城一面；部分企业醉心于投机取
巧、赚取“快钱”，做服装的搞房地

产、开商场的放高利贷，哪个行业
来钱快就往哪里钻。

我们常说，中国经济用短短
几十年的时间，实现了许多资本
主义国家用上百年时间取得的成
绩。这无疑是一项辉煌的功绩。但
同样不能否认的是，经济社会发
展自有其逻辑与机理，速度过快、
发展过急，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浮
躁情绪，这不利于决策者、管理者
和整个社会静下心来，反省梳理。

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民众，都应
学会沉下身心、放慢脚步，回归到
发展的初衷，遵循发展的基本逻
辑，才能有效治愈面临的发展之

“疾”，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
续。(摘自《经济日报》，作者张伟)

葛时事微微谈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济宁市中区两万多小学生，近
日戴上了印有某公司广告的“小黄
帽”。有家长认为，此举让孩子成为免
费的“移动广告牌”，很不合适。当地教
育和体育局的工作人员解释，小黄帽
是爱心企业捐赠，向学生们免费发放
的；因为近日的雾霾天气，道路能见度
低，才要求学生戴上。而当事企业也表
示，这是一种公益活动，与利益不直
接挂钩。(本报今日A12版)

无论初衷如何，戴上“小黄帽”，
确实有利于学生们的安全出行。但
在帽子上印广告，惹起部分家长的
反感，也引发了一些思考：公益精神
和商业利益一定要“两全其美”吗？
商业广告“登上”学生们的头顶，对
未成年的孩子有无副作用？

要知道，“小黄帽”并非普通的
帽子，而是维系学生安全的重要标
识。行人和车辆看见这顶帽子，都有
注意避让的义务。可以说，学生头上

的“小黄帽”带有公益性质。但是，不
能因为“小黄帽”的引人注目，就在
上面做“眼球经济”的文章。如果“小
黄帽”上可以做广告，那么校服上是
否也可以划出广告区域？

另外，做公益也应当注意方式
方法。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在推广带
商业广告的“小黄帽”之前，是否应当
征求一下家长的意见？作为学生的监
护人，对于这种关系到学生切身利益
的问题，家长们也有发言权。这种事先
未曾告知就作决定的方式，很容易引
起家长的争议和反感。同时，一些学校
采取的“不戴帽子要扣分”的做法，只
会让家长猜测免费的背后有无利益输
送。毕竟一顶帽子成本寥寥，而两万学
生常年佩戴产生的广告效应仔细算来
却不小。

公益事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爱
心企业的参与，但在公益精神和商业
利益两者之间，始终都要坚持以公益
为先，不能总想着两全其美，更不能以
公益之名谋私利。企业慷慨助学值得
钦佩，但一定要在“小黄帽”上留名，就
有些不妥当了。所谓“大爱无言”，最纯
粹的善意，往往在无声之处。

“小黄帽”上做广告并非两全其美

葛齐鲁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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