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季如期而至。当南方
多省暴雨成灾的时候，北方
多地也陆续进入防汛模式。7
月5日，济南市政府连夜发布

“紧急通知”，要求各级防汛
指挥机构及各相关单位密切
关注天气变化，积极应对，全
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工作。

“紧急通知”是对重要天
气预报信息的及时回应。当
天下午，济南市气象部门发
出预报，预计6日白天到夜间
全市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
雨，过程降雨量全市30-40毫
米，局部地区超过80毫米。在
对可能出现的恶劣天气进行
认真考量之后，连夜发出通
知，对各区县各相关单位提
出明确要求，“紧急”将城市
防 汛 工 作 升 级 至“ 临 战 状
态”。“紧急”的背后，不仅有
工作效率上的诉求，更有公

共管理上的使命感、责任心。
“紧急通知”是对城市防

汛工作的从容部署。面对可
能到来的强降雨，紧急通知
对防汛工作给予系统性“关
照”，从各级防汛指挥机构的
工作要求到各类防汛抢险队
伍和防汛料物的落实到位，
从各类防洪设施的重点巡查
到危险路段的交通管制，从
在建工程的人员撤离到危旧
房屋的人员转移，各方各面
要求明确，毫不含混无一疏
漏。通知虽然“紧急”，却毫无
慌乱。

不但如此，透过通知文
本的系统铺陈，还可以看到
一份“紧急”状态之下难能可
贵的从容——— 这样的精神状
态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支持体
系，需要有顺畅的应急响应
机制、充足的人财物保障、高

效的部门联动以及严格的检
查与监督。

这是一份似曾相识的从
容。去年的 7月 1 9日，这座城
市已经经受过一次相似的洗
礼。面对天气预报中的大到
暴雨，济南启动应急响应机
制，“全民总动员”，城市防汛
进入“紧急状态”。虽然预报
中的暴雨姗姗来迟，但是，严
阵以待等雨来的情景早已定
格为这个城市最动人的历史
时刻之一。也许就是从那个
时候起，对这座曾经饱受暴
雨之痛的城市而言，从容不
仅意味着城市防汛工作的实
力与信心，而且，作为一种可
贵的精神气质，逐渐内化为
整个城市治理体系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这
场降雨最终是否有预报中的

那么“强”，济南市政府连夜
发出的“紧急通知”都一样值
得点赞。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
废”，面对“乖戾”的极端天
气，防汛工作宁可“扑空”，也
必须要留足“提前量”，做好
充分准备，随时能战、战则能
胜。城市防汛少不得“等雨来”
时的精气神，城市治理也少不
得“等雨来”时的精气神。

最后，让我们以去年本
报社评中的一句话，向以“紧
急通知”形式表现出来的从
容以及为此默默付出的人们
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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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防汛，做到“紧急”才能从容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面
对“乖戾”的极端天气，防汛工
作宁可“扑空”，也必须要留足

“提前量”，做好充分准备，随时
能战、战则能胜。城市防汛少不
得“等雨来”时的精气神，城市
治理也少不得“等雨来”时的精
气神。

“人均住房面积”还有多少参考价值

□张敬伟

国家统计局7月6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
住房建筑面积为40 . 8平方米，城
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
36 . 6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为45 .8平方米。

这一统计数据，让人浮想
联翩。按2013年的统计数据，
中国人均住房面积已经稳居
全球第五。排在中国前边的是
美国、意大利、荷兰和德国四
个发达国家。四年过去，又经
历了浮躁虚热的房地产周期，
中国在全球的排位应该更靠
前了吧。但是，中国人的安居
之梦是否真的实现了呢？

平均住房面积里藏着玄
机。和收入不同，住房面积高
的首先是乡村、继而是乡镇、
然后是中小城市、经济欠发达
城市……反而是四大一线城
市，面临着最尴尬的安居困
境。房价越来越高，但外来人
口越来越多，很多人依然聚租

而居，被平均的安居梦想，在
一线城市变成了城里人的慨
叹和外乡人的空想。

因而，人均住房面积稳居
世界前列的数字风景，“被平
均”为不同城市冷热不均的安
居迷梦，让人不胜唏嘘。值得一
提的是，现在的楼市依然不平
静，去年楼市去库存，激发了一
线城市、一线周边城市和二线
热点城市的楼市“虚火旺盛”，
但是三四线城市的库存犹在。
去年各城市“因城施策”的效果
并不明显，相当奇葩的“让农民
工买房”也成了笑谈。

市场有其自然规律，一线
和热点城市的楼市吸引了全
国各地的人，即使这些城市的
楼价高企也实属正常。但是三
四线城市，特别是中西部城
市，楼市库存则难以消化。两
极分化的楼市，以及人往大城
市跑的现实，决定了人均住房
面积这一指标与现实的差距。
因为这些被平均出来的数字，
既不能缓释一线城市的安居
压力，反而成为中小城市难以
消化的库存负担。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明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发出了抑制楼市泡沫
的明确信号。在此政策导向
下，一线城市、二线热点城市
等近50城重新进入楼市调控
节奏。而且本轮楼市调控之严
超过以往历次，楼市调控已迈
入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
商的“五限时代”。像政策首要
热点区域雄安附近的保定白
沟新城，禁售期定为5年，上海
最新拍卖的两块土地，更是确
定了建好的房屋“只租不售”。

限售政策的期限设计，点
中了市场炒作的死穴，从既往
的楼市表现看，2-3年算是一
个楼市小周期，5年则几乎覆
盖了两个楼市周期。一到两个
周期内的楼市限购，有效打击
了楼市的炒作冲动。

楼市严控之下，一二线城
市的楼价开始实现同比和环比
双下降。但是此消彼长，一二线
城市的楼市冷了，三四线城市
的楼市热了。据5月份70城数据
显示，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和二手住宅价格同比涨幅均连
续8个月回落，但是三线城市房
价涨幅开始领先。一些中西部

地区的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也开
始进入万元时代，热点三线城
市更是出现了去年一二线城市
的楼市虚旺现象。

这既是资本转战三四线
楼市所致，也折射了三四线楼
市存在着令人担忧的投机热
潮。虚火旺烧之下，也许三四
线楼市的库存被消化了，但也
转到了买家手里。这也意味
着，被消化的楼市库存，没有
变成刚需，也没有转化为改善
型安居，而是变成了楼市更大
的不公平——— 有人拥有多套
住房，有人无房可居也买不起
房。在此市场情景下的人均住
房面积，也失去了民生意义上
的参考价值，成为衡量楼市乱
象的现实指标，即人均住房面
积越大，楼市投机色彩越浓，
楼市泡沫化越严重。

要把看上去很美的人均
住房面积的这块画饼，变成实
实在在的安居现实，各地还要
持续加力，通过政策导向、市场
引导把本地发烧的楼市降下
来，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真正
做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作者为财经评论员）

葛大家谈

酸奶“假高端”，亟需“真监管”

葛一家之言

青少年的假期

不该是监护真空期

□戴先任

近日，山东济南某小学20
多名六年级的学生组织了毕
业聚餐会，其间13岁男孩亮亮
喝下了7瓶56度的二锅头，随后
他因为醉酒被送进山东省立
医院东院重症监护室。

现在暑假已至，学生远离
了学校的管理，一些家长在监
护上，表现得也太过放松。尤
其是在刚刚放假的时候，可以
说是“监管真空”的时候，家长
觉得孩子上学辛苦，现在既然
放假了，应该给孩子自由，让
孩子好好放松一下。

初衷不错，但放松很容易
变成放纵，在“绝对自由”之
下，就容易造成责任“大撒
把”。通常而言，未成年人很容
易被身边的人影响，一旦放松
下来，又缺乏必要的监督，更
容易被酗酒、抽烟等恶习所俘
获。孩子们参加的这些毕业聚
会、同学聚会、朋友聚会，就很
可能成了危险的“聚会”。

另外，虽然我国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中第37条明文规
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但国内对于向未成年人兜售烟
酒的行为，往往缺乏严厉惩治。
此次事件中，这20多名聚餐学生
喝的酒，就可能来自于酒店附近
的超市；这么多孩子在酒店喝
酒，酒店老板难道看不到？

对此可以借鉴国外的成
功经验。如在韩国，商店一经
发现向未成年人兜售烟酒，前2
次警告并处以巨额罚款，再发
现就要停业1-3个月直至关门
歇业。在美国，如果有人发现
有未成年人在酒吧里喝酒，或
者超市把酒卖给了穿校服的
孩子，就可以向警察或工商部
门举报，违法商贩将受到吊销
执照、罚款等严厉的处罚。

要让法律“硬起来”，让家
庭“暖起来”，家长与学校担起
责来，共同筑起保护未成年人
的坚固屏障，而不能在执法疲
软中，在家长学校的失职中，
让孩子受到烟酒等不良嗜好
的侵害，甚至把孩子送进“魔
鬼”的怀抱。

□何勇海

夏季来临，酸奶悄然涨
价。近日记者调查发现，今夏
各大乳企自称的所谓“高端酸
奶”产品明显扩容，通常一杯
200克的酸奶价位在10元左右。
仔细对比会发现，酸奶价格的
高低其实和代表营养价值的

“菌种”多少并不成正比关系。
知名乳业分析师宋亮指出，国
内在酸奶的相关标识规范上
确实有所欠缺，相关检查也比
较薄弱，因此目前市场上确实
出现了普通酸奶换个包装变
成高端酸奶的现象。（7月6日

《北京青年报》）

普通酸奶换个包装变成
高端酸奶，并不是媒体第一次
披露。三年前就有一家媒体揭
秘：普通酸奶取个洋名，再换
上精美的纸盒包装，价格就跟
着翻了几倍。事实上，那些所
谓的“希腊酸奶”“法式酸奶”
等等，不是来自希腊，也不是
来自法国，而是一些国内乳企
给普通酸奶制造的一个商业
卖点，给消费者造成一种高端
饮料质量有保证的感觉，两者
营养差别不大，价格相对较
贵，主要是因为包装与宣传提
高了成本。

每当有酸奶内幕的调查
或揭秘，媒体记者与相关专家
几乎都会提醒消费者严防“假
高端”。可消费者有严防“假高
端”酸奶的本事吗？市场上的

酸奶产品琳琅满目，绝大多数
消费者连哪些是真酸奶、哪些
是“伪酸奶”都“傻傻分不清”，
更遑论区别普通酸奶与高端
酸奶了。毕竟，普通消费者不
是乳业专家，尽管网上流传着
那么多鉴别“宝典”，也压根儿
掌握不了辨别酸奶真假、尤其
是酸奶高端与否的技巧。

所以说，酸奶“假高端”需
要“真监管”。这是维护消费者
权益的需要。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应该恪守社会
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普通酸奶“换个
包装就高端”与“换个包装就
涨价”，在本质上有违诚信经
营原则。若“假高端”酸奶的价
格比普通酸奶高出数倍，更可

用投机取巧、价格欺诈来形
容。这绝对不能成为一种市场
行为，更不能成为市场常态。

监管部门如何进行“真监
管”？一方面，相关部门当改变
相关检查比较薄弱的局面，对
容易以假乱真、换“马甲”涨价
的酸奶市场精准出击、常态化
检查，时常将“假高端”酸奶打
回原形；另一方面，应尽快补
上酸奶标识不够规范、有所欠
缺的制度漏洞，增加处罚力
度，倒逼乳企不敢在酸奶标识
上欺骗消费者。除了提高监管
力度，相关部门还需要创新检
测技术与手段，让“假高端”酸
奶在上市之前无法蒙混过关。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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