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把公积金当“救市”工具用

从昨天起，国管公积金中心调整
申请人个人账户余额划线规定，满足
一定条件之下，个人账户不足5万元
的将按照5万元计算。这意味着同样
的余额可以拿到比之前更多的贷款。

在新政之下，新入社会的年轻人
或其他余额较少的人群，买房能力将
得到提升，这一人群原本也是最为房
子发愁的。从“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
平”的公积金政策初衷来看，本次调
整自然值得肯定。不过，回溯最近一
段时间各地公积金贷款政策的调整，

在保障“住有所居”之外，隐约还有另
一逻辑链条——— 总在房价下跌时放
宽。

事实上，地方政府权限较大、影
响范围更广的市管公积金，自去年6

月份以来就开始逐步放宽，与整体房
价的下行存在关联。去年6月份统计
数据显示，全国百城住宅均价首次连
续两月环比下跌，紧接着就有了各地
市对公积金贷款政策的放宽调整。除
比较普遍的“首套房”认定放宽之外，
不少城市缩短了最低缴存期限，甚至
个别城市还允许子女使用父母的公
积金。与此同时，一些原本没有缴纳
公积金资格的群体被纳入进来，针对
用人单位“拒缴”的处罚力度也在加
大。

单从这些举措针对的群体来看，
对楼市供求的直接影响不大，更主要

的恐怕就是对外释放出政府提振房
地产市场的愿望。就拿本次国管公积
金调整来说，主要涉及国管单位在职
员工，这一群体人数本就不多，增加
的贷款额度相对于北京房价更是杯
水车薪。既然难以达到释放刚需的实
际效果，那这一调整恐怕就只能像一
些业内人解读的那样：作为两会后第
一个有关楼市的新政策，向房地产市
场释放出利好信号。

在房地产这个既带有商业属性
又带有民生属性的领域，政府进行调
控是很有必要的，但要弄清楚的一点
是，在市场化的领域，调控就要用“专
门”的调控手段，比如货币政策方面
的贷款利率调整、财政政策方面的房
产税推行等。而起初带有互助性质的
公积金制度，初衷是提高城镇居民的
居住水平，显然不应成为向市场释放

信号的工具。
从这个初衷来看，公积金政策的

调整，最关键的是要便民，让真正需
要使用公积金的人用得上——— 没有
需要的不必强制缴纳，有需求的又不
至于被卡在高门槛之外。因此，现在
最应该解决的是中等偏下收入居民
的问题：有房者苦等着退休时才能取
出公积金，无房者每月交着钱，却不
知什么时候才能用上。

在房地产市场普遍降温的背景
下，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城市在公积
金政策的调整上做文章，以激活市场
信贷，稳定楼市成交量。优化提取程
序，方便市民使用，固然值得称赞，但
也要防止公积金沦为地方政府的救
市工具，使得民众在应贷时贷不到，
在不需要时反而受到刺激，如此就背
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带有互助性质的公积金制度，初衷是提高城镇居民的居住水平，显然不应成为向市场释放信号

的工具。公积金政策的调整，最关键的是要便民，让真正需要使用公积金的人用得上。

□徐剑锋

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优
质护理、改善护理服务的通知，要求
持续改善护理服务态度，杜绝态度
不热情、解释没耐心、服务不到位等
现象。（3月18日《京华时报》）

护士是与患者打交道最多的服
务者，在医患关系空前紧张、医患矛
盾多的今天，没耐心犹如“伤口撒
盐”，造成的“细节性破坏”不可小
觑。而且许多时候，医疗服务态度的
确会影响医患关系。

只是，《通知》充其量不过是个
形式上的“提醒”罢了。如果没有从
法律上配套相应的严惩措施，靠没
有约束力的红头文件，是无法根治

护理服务态度痼疾的。往深里看，护
士没耐心不只是医疗服务态度问
题，我们更应该关注和反思目前护
理工作面临的困境。这起码有两方
面：一方面，我国临床护理人员紧
缺；另一方面，护理工作超强度，护
士玩命地日夜奔波在一线，严重透
支着自己的身心健康。

根治护士没耐心痼疾，不仅
需要医风医德的回归、问责机制
的跟进，还得在现行的医疗体制、
就医环境上大胆“动刀”。这不单
单是政府和医院加大公共投入、
配强配优护理力量，更应重构全
面的、均衡的、可持续的医护价值
观，让护士的价值被重视并得到
充分体现，真正以服务换效益、用
业务换收入。

□余明辉

近日，一封落款是陕西安康旬
阳县棕溪派出所的“求援信”在陕西
各地商会间流传。信中称，该派出所
受地质滑坡受损重建，至今欠下近
30万外债，恳请商会帮助。所长杨必
军也因此被戏称为“化缘所长”，面
对采访，杨必军说：“这是个小事情。
现在被人放到网上去，把它放大
了。”（3月18日《新京报》）

无论如何，一个欠外债的基层
司法执法单位，向辖内的商会“求援
赞助”，即便会员出于完全无私自愿
捐款，也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是极
不恰当的，也是需要被制止的。其无
意间吐露出的当年修建宿办楼所需

经费，一部分靠申请国债，不足部分
靠派出所自行解决的事实，却是一
个亟待重视和关注的大问题。

按常理，派出所是一个不折不
扣的执法机关，根本不具备创收功
能，所需经费资金应完全依靠财政
拨款。但就是这样，当地还要让他们

“自行解决”一部分建房款。费用不
足和开支压力之下，无异于逼派出
所拿权力变现。

实际上，像这样由于基层财政
经费拨付和保障不足、应付未付财
政资金、要求地方和部门机构“自行
解决”而导致的基层乱象和不安定
因素，何止基层公安一个系统，严重
一点说，基层的许多乱象都与此有
关。

护士“没耐心”不只是态度问题

葛公民论坛

从神速“山寨”反思“中国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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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化缘”咋避免拿人手短

葛媒体视点

葛一语中的

现在的问题并非是“资金流
入股市是支持实体经济”，而是

“资金如何流入股市才能支持实
体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研究员易宪容认为，要使流入股
市的资金真正支持实体经济，就
得在沪深股市推进一系列重大制
度改革。在健全的股市发行制度
下，企业能从股市获得的资金会
更多、更为便利，实体自然发展
了。

构建诚信社会，政府诚信是
基石和灵魂，这要求决策不能朝
令夕改。

北大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
杜丽群认为，政府参与信用管理
的方式和程度与该国信用管理法

律体系的状况密切相关。法律法
规越完善，信用制度建设也就比
较规范；法律法规不健全，信用体
系建设的推进状况更容易受政府
行为的影响。

两会闭幕，信息公开不要谢
幕。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认
为，信息披露难，难就难在有些官
员思想观念陈旧。这一方面是由
于我们的工作离目标还有相当距
离，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这方面工
作缺乏刚性要求和硬性规定，没
有将其列入政绩考核的一项内
容。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近段时间以来，神速“山寨”
苹果手表引发网友热议。“山寨”
产品之所以便宜，很多时候不在
于工艺流程，而在于缺乏品牌的
附加值和研发的知识成本投入。
缺乏创新意识的一些本土企业，
依然还在信奉“薄利多销”的陈旧
营销模式。而能够“山寨”苹果手
表，能够“贴牌”生产世界著名品
牌，至少说明我们本土企业，无论
是制造设备还是制造技术，都足以
与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相媲美。然
而，许多企业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
仿造，而不是创造上。仿造与创造
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观念，仿造是企
图亦步亦趋地坐收渔利，而创造
则是花大力气、下真功夫进行创
造性研发。实践证明，只有具备创
造性的产品，才能赢得市场。

热衷“山寨”的背后是急功近

利的浮躁心理。这些年，尽管国家
大力倡导科技创新，转变观念，国
内产品正在由“中国制造”向“中
国创造”转型，各级政府也对创新
企业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和资金
帮扶，但收效却与人们的期望存
在较大差距。急功近利思维没有
清除干净，企业就会只顾眼前利
益忽视创新，一些地方政府也更
看重任内的短期政绩，而对需要
慢工出细活的技术创新缺乏干
劲。

扭转这一现状，还需要政府
和企业双双转变思维，具备长远
目光，好好培植并呵护创新能力，
将“山寨”的干劲和智慧投入到创
新中去，才能真正摘下“山寨”帽
子，打造出“中国创造”这块金字
招牌。（摘自《光明日报》，作者朱
永华）

2009年，湖南男子欧阳佳被指持刀抢劫入狱，经两次申诉，2014年7月法
院以“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为由宣告欧阳佳无罪，当庭释放。法
院裁定给予欧阳佳国家赔偿46万余元，但至今这笔赔偿款也不能到位。法院
方面称这笔国家赔偿费用预算只有5万元，不足以支付。（《南方都市报》）

漫画/李宏宇

差钱

评论员观察

用严刑扫除食品上的“苍蝇”

谈腐败,人们深恶痛绝；说食
品安全，大家咬牙切齿。反腐已经
成为全民共识；在食品安全领域
反腐，用严刑扫除那些趴在食品
上、腐蚀食品安全的“苍蝇”，更是
公众所期盼的。在那些被查处的
食品安全领域贪腐人员中，大多
贪腐金额并不大，跟那些“大老
虎”比起来 ,或许只是“苍蝇”级，
抑或是“蚊子”级的，但是他们给
社会带来的危害并不小，有时甚
至超过“老虎”，直接影响到了公
众的生命健康。“老虎”要钱,这些

“苍蝇”可是要命啊，不拍不行，每
一个深受食品安全危害的公众坚
决不会答应。

以往谈食品安全问题，我们
总说法律规定不严、监管九龙治
水。如今再这样老调重弹，显然无

法服众。自刑法修正案(八)通过
后，对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不可
谓不严；之后,“两高”又出台了司
法解释，对打击食品安全犯罪进
一步进行了细化,法网越织越密，
监管主体与责任也更加清晰。

然而，事在人为。食品安全
监管在人，法律的实施也在人。
明确了监管部门的责任，还得
将监管者的权力关进笼子，将
监管者纳入被监管的范围，防
止监管者慢作为、不作为和乱
作为 ,管好监管者这个关键。要
实现这一点，既要走法治之路，
又要走公开之路，“打虎拍蝇”，
严查食品安全领域的腐败行为
和渎职行为，深挖食品安全违
法企 业背 后 的保 护 伞。（摘自

《法制日报》，作者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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