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气预报中的济南暴雨姗
姗来迟。提前下班的市民在等
雨的时候也不忘调侃，有人说，
如果暴雨迟迟不来，已经“全市
总动员”的我们情何以堪？其
实，无论暴雨来还是不来、早来
还是晚来，济南的努力都没有
白费。面对可能到来的极端天
气，全市多个部门的应急反应，
展示的正是市民所期待的城市
治理规范化和科学化。

人常说天气无常，天气预报
也难免会出现误差。即使预报
的暴雨“爽约”未至，济南为之
做出的预警决策也是无可非议
的，因为它基于科学的判断，不
是人在押注，而是保障市民公
共安全的机制在起作用。所以，
很多市民才能从容地笑谈，暴
雨来了就是一场“实战”，暴雨
不来就当一场演练。这座曾经

被暴雨重创的城市，面对极端
天气终于有了几分气定神闲，
其中有许多经验很值得总结。

首先应该承认的是，这次
的成功应对得益于科学防汛。
在暴雨来临之前，公安、气象、
水文、园林等多个部门进入了

“临战状态”，根据实时监控的
数据科学应对可能出现的问
题。事实证明，城市防汛确实
需要多部门应急联动，但是这
种联动又不是简单的人海战
术，而必须以科学的检测作为
决策依据。如此，才能真正做
到胸有成竹，有条不紊。

从济南市政府提前一天
发出的通知可以看出，政府对暴
雨有着高度的防范意识。这也许
接受了南方一些城市应对洪涝
灾害的经验教训，但是，更多市
民从中感受到了对历史教训的

深刻铭记。在此之前，市领导在
检查防汛工作时就突查了曾经
在暴雨中遭受过严重损失的商
场以及一些易涝区域，相关部门
也及时发布了容易积水的路段，
提醒市民安全出行。当一个城市
把曾经的灾难转变成一种公共
记忆，它在灾难之前就是敏感
的、警醒的，不会因为相似场景
的重现而麻木或慌张。

这两天，很多济南市民都
回忆到九年前的7月，自己如何
在暴雨中栖栖遑遑地蹚过洪
水回到家中。而这一次，更多
的济南市民是躲在家中看雨
景，甚至还不忘上网调侃几句
等雨的心情。这种鲜明的对
比，不完全是因为雨情的不
同，更重要的在于政情和舆情
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自从中央
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各级党政

部门已经越来越深刻感受到
“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是担
当”。在一些地方，已经有不少
干部因为防汛值守不力被追责。
这次面对暴雨预警，省内有领导
干部明确提出“宁可草木皆兵，
不要亡羊补牢”，这已经成为一
种普遍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正是有了这种观念的进步，才会
有那么多部门和领导干部宁肯
让自己苦一点累一点，也不放
过可能出现的一点疏漏。

虽然，暴雨的警情还没有
完全解除，但是通过这次实战
可以看出，只要科学应对、勇
于担当，一座城市完全能够更
从容地应对一场雨。坐看雨景
的市民也希望，济南市能够认
真地总结这次防汛的经验，把
经验机制化，让机制常态化，
让暴雨等极端天气不再可怕。

从容等暴雨是城市治理的进步

政府与企业，投资应各有侧重

葛一家之言

□谭浩俊

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下发《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
革的意见》。意见指出，要改善
企业投资管理，充分激发社会
投资的动力和活力。同时，要
完善政府投资体制，发挥好政
府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

中央出台的深化投融资
体制改革意见，对企业投资和
政府投资都做了非常明确的
规定与界限，提出了严格的规
范和要求。特别是政府投资，
明确规定，只投向市场不能有
效配置资源的社会公益服务、
公共基础设施、农业农村、生
态环境保护和修复、重大科技
进步、社会管理、国家安全等
公共领域的项目，以非经营性
项目为主，原则上不支持经营
性项目。

也就是说，在投资问题
上，政府只能在公共领域内唱
主角。即便是公共领域，也可
以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

斤”的作用，积极引进社会资
本，与社会资本共同完成公共
领域的建设和管理，以最大限
度地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经
营性领域，政府投资原则上不
予介入。

相反，对企业投资，不仅
明确了主体的地位，而且，为
了鼓励企业投资，还在审批、
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更大范围
与更大力度的放权，把投资主
体的责任挺在前，审批等放在
后，很多投资项目还可以不需
要审批，从而激发企业的投资
热情。一收一放，也充分体现了
决策层在投资问题上的开放、
开明态度，体现了市场对资源
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特征。

这也预示着，已经熊熊燃
烧了十多年的政府投资之火，
将随着意见的出台，火势得到
有效控制。同时，企业投资之
水，则将在新的政策环境下，
逐步积蓄，并对政府投资之火
形成有效的扑灭之势，将政府
投资之火全部赶到公共领域，
且企业投资之水也会顺势进
入公共领域，与政府投资形成

投资合力，共同为公共领域的
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应当说，如果各级政府与
企业能够严格按照意见所要
求的去做，合理界定好政府投
资与企业投资的界限，做到彼
此都不越位，也不缺位，且能
够依据各自的需要为对方提
供服务，那么，政府投资之火
与企业投资之水就能相容了，
而不是水火不相容。

事实也是如此，如果到了
今天，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还
不能相容，还不能找到有效的
结合点，不能划定好边界，政府
投资还那么强势，那中国经济
走出低谷的难度会更大，在“L”
型底部徘徊的时间也会更长。

当然，对企业投资之水可
能过猛的问题，意见也给了非
常明确的答案，就是规范。一
旦规范了，发生问题的概率也
就大大减少了。投资能否在中
国经济发展中继续发挥良好
的作用，继续担当马车的责
任，关键就要看政府投资与企
业投资能否扮演好各自的角
色，而不是错位。

光说退市，20年前郑百文
就是个典型例子，郑百文申请
破产了，但最后还是以重组的
方式再次逃脱了退市。

尽管深交所多次重申，即
将成为创业板第一家退市公司
的欣泰电气，近日仍有不小的
成交量。财经评论员水皮对此
表示，由于过去执行规则不到
位，投资者已经形成了惯性思
维，不相信真的会退市。这种惯
性思维，培养了“博傻”这种不
良风气，严重扰乱资本市场的
健康运行。

怎么还会有人把损坏同胞
的财物当成“爱国”，这不是自
己折腾自己吗？

在新华网记者李代祥看
来，如果把爱国情感的释放，变
为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不法行

为，就走入了误区。把爱国的理
念化为行动，立足自己的岗位
做好工作，脚踏实地为国家发
展添砖加瓦，这才是务实有效
的爱国。

死者是不是自杀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人如何面对一条
生命。

为救跳河女子，多人溺水
身亡，近日敦煌发生了这样一
起溺水事件。上海金融与法律
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认为，在紧
急情况下施以援手，是本能的驱
使，事后“理性的斤斤计较”没有
多大意义。价值观是一种人类文
明中演化出来的，有利于人类社
会长期利益的制度设计，短期
的理性并不能推翻它。

■投稿信箱：qilupinglun@sina.com

暴雨来了就是一场“实
战”，暴雨不来就当一场演练。
这座曾经被暴雨重创的城市，
面对极端天气终于有了几分气
定神闲，其中有许多经验很值
得总结。

葛媒体视点

杠杆撬动楼市，繁荣背后有风险

□史洪举

近日，广东博罗县公安局
对被其非法刑事拘留34天的
打假人作出国家赔偿并赔礼
道歉。黄载回、陆元昌、范海等
三名打假人多次购买问题食
品（进口食品没有中文标签、
过期食品等），向商家索赔，要
求价款1 0倍的惩罚性赔偿，
2015年7月8日被广东博罗县公
安局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

（7月19日中新网）
民间打假人一般指利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假一赔
三”的规定或食品安全法中

“假一赔十”的规定，“知假买
假”后向商家索赔的人，即通
常所谓的“职业打假人”。虽然
不乏一些民间打假人在索赔
过程中有过激行为，但在缺乏
充分证据的基础上，随意以刑

拘手段限制民间打假人的人
身自由，就有权力滥用嫌疑，
且涉嫌过度保护不良商家。

民间打假群体的兴起，主
要源于伪劣产品泛滥。即便基
于赚钱目的，正常的职业打假
行为也在客观上提高了商家
的违法成本，净化了市场环
境，减轻了监管部门的压力和
普通人的消费风险。如果证据
扎实、依据充分，商家承担的
三倍或十倍赔偿也是咎由自
取。打假人利用向媒体曝光、
自行与商家和解、向监管部门
举报投诉等手段索赔也是消
费者应有的权利。

当然，现实中，民间打假
领域良莠不齐，不排除有一些

“职业打假人”游走在法律边
缘，甚至敲诈勒索商家。如据

《新京报》5月30日报道，一些
“职业打假人”故意调包过期、
虚假商品，然后索取赔偿，当
时有八名“打假人”被移交朝

阳区警方处理。还有一些打假
人在索赔过程中不实事求是、
有一说一，而是故意夸大事实
并狮子大张口，严重地诋毁了
商家的信誉。如黑龙江市民李
海峰虚构其母亲患乳腺癌与
经常吃今麦郎方便面有关系，
以此提出450万元天价索赔，
一审被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
期徒刑八年六个月。

作为特殊背景下的特殊
存在，职业打假群体的存在具
有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不该被
苛刻对待。刑罚作为严厉的制
裁手段，应该保持谦抑性，不
能被随意启动。此事件中，也
可能当地公安部门当初难以
拿捏，刑拘了民间打假人，最
终认为其有合法索赔依据，虽
采取了威胁手段，但缺乏敲诈
勒索罪中“非法占有为目的”
的构成要件。这种对之前错误
做法的及时纠偏，应起到警示
作用，值得借鉴。

对职业打假人不该动辄“上刑”

继二线楼市“四小龙”中的
合肥７月１日实施楼市新政之
后，７月１５日起厦门市也调整住
房信贷政策，两地政策核心都
是提高二套房及以上最低首付
比例，释放出降低信贷杠杆为
楼市降温的重要信号。这是对
当前部分一二线城市再现过热
苗头的警示。

今年上半年，北上广深四
大一线城市以及合肥、南京、苏
州、厦门等核心二线城市轮番
上演“日光盘”和“一房难求”剧
情，将楼市热度急剧推高。房价
上涨使得一二线城市库存压力
基本释放，但“买涨不买跌”的
心理驱使一拨又一拨买房人涌
入售楼处，提早释放购房需求。

繁荣景象的背后潜伏着风
险。与前几轮楼市反弹不同的
是，本轮部分城市房价暴涨、“地
王”频出，更多与金融杠杆的撬
动有关。３０％的首付将房地产投
资的杠杆率上升到两倍以上，而
年初爆出的链家和很多Ｐ２Ｐ公
司提供的首付贷则进一步放大
了杠杆，这一现象与２０１５年股市
流失的场外配资非常相似。

加杠杆无疑有助于消化房
地产库存，但如果杠杆过高，房
地产就不再像必需品，而是越
来越像金融品，势必催生房地
产投机行为和房地产价格泡

沫。如果继续加杠杆，将导致旧
的泡沫还没挤出，新的泡沫又会
积聚，最终可能会在政策收紧时
破裂，导致房地产市场、金融体
系甚至整个经济出现风险。

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次
贷危机、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就
是由于反复加杠杆，通过一轮
又一轮的量化宽松、再宽松，形
成了恶性循环。因此，一旦发现
房地产过度杠杆化的苗头，就
必须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

防范住房金融风险，关键
要继续实施逆周期的宏观调控
政策，并加快相关领域改革，以
便释放更多合理的新需求，并
调整供给以匹配新需求。针对
下半年和明年可能出现的市场
短期调整，宜采取“细水长流”
的调控策略，不宜“频施一揽子
猛剂”，把握好货币、财税、土地
等政策的出台时机、节奏和力
度，协调搭配，保持调控有“温
度”可持续。

防范住房金融风险，重点要
贯彻执行好“因城施策”的调控
主任务，既要分城施策，一二线
与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应采取完
全相反的政策措施，又要协同作
战，作为风向标，要保持一二线
城市市场平稳，防止一二线城市
过度冷热，带动三四线城市去库
存，确保住房市场长期可持续稳
健发展。（据新华社7月19日电，
作者韩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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