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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调查，要结论也要过程

□本报评论员 崔滨

架越打越乱，理越辩越
明。自央视报道电信、联通以
网络宽带垄断损害消费者利
益后，工信部主管的《人民邮
电》报11日反驳说央视的报
道有失公允。两家媒体孰对
孰错，尚有待权威部门的论
断，但此种表明态度公开辩
论的发布方式，则有助于营
造利益分配透明化、竞争博
弈公开化的民主氛围。

无论此前央视对于联通
与电信联手垄断宽带接入资
源，恶意打击同行、损害消费
者利益的报道是否属实，目
前少数利益集团垄断密切关
系民生的重要商品，一再提
价增加老百姓负担，已是大
多数消费者公认的事实。央
视能够率先“开炮”抨击垄
断，无疑有助于传递民意、推
动有关部门行动起来打破垄
断的坚冰。

而《人民邮电》对于央视
的回击，则从另一个层面上
显示出快速回应、公开发出
声音的可贵。从此前的动车

追尾到“郭美美事件”，牵涉
其中的当事方面对公众的质
疑与询问，大多采取缄默回
避、息事宁人的态度，以背后
的利益勾兑消解当面的漏
洞、弊端。

有媒体分析，眼下央视
与《人民邮电》报之间爆发的
辩论，不只是垄断与否的新
闻事实之争，其背后还牵涉
到广电部与工信部在未来

“三网融合”中的利益分配格
局，而代表未来通信、传播行
业发展方向的“三网融合”，
则又是一项与市民日常生活
密切相关的高新产业。

由此，相比私下里的你
争我夺、较量妥协，公众宁愿
看到双方在明面上公开辩
论、自由博弈。正如部分媒体
人所说的，希望看到央视与电
信部门能够更进一步，采取电
视辩论的方式面对面沟通。要
知道，在重大利益分配过程中，
有竞争才有进步，有争辩才有
利于辨别是非，在决策日益民
主化、公开化的当下，公众需要
的不仅仅是结论，还有更加
透明的过程。

如今，在市场经济完善
的发达国家，重要商品的定
价、重要行业的兼并，相关企

业都要在政府召集的公开听
证会上陈述价格制定和产业
发展的理由。此次，央视对电
信行业的发难与《人民邮电》
报的回应，也应该让有关部
门意识到，在面对重要商品
定价、重大利益分配问题时，
除了媒体曝光、披露，政府部
门还应该继续完善意见征求
制度和价格听证机制，主动
为公众开辟表达心声的渠道
以及建立相关部门快速回应
的机制。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央
视与《人民邮电》报纠结的

“垄断”，除了中国电信、中国

联通发布的简短声明外，工
信部、发改委等部门目前再
无 任 何 正 式 回 应 。见 诸 屏
幕、报端的电信业黑幕，究
竟是新闻事实真假之争，还
是行业发展垄断之祸，公众
都需要一个令人满意的结
果。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接续
央视与《人民邮电》报这种公
开亮明观点的态度，继续给
公众传递更多事件的进展动
态，这不仅仅是对公众知情
权的尊重，也是对重大利益
分配决策公开化、透明化的
一种推动。

要知道，在重大利益分配过程中，有竞争才有进步，有争辩才有利于辨别是非，在决策日益民主化、公开化的当下，公公众需

要的不仅仅是结论，还有更加透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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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淮：
金融领导人三天两头

说房价跌多少银行能承受，
媒体也不断附和。好像政策
底线就是保银行无风险。错
了！政策目标是让更多百姓
拥有而不是失去住房，这是
第一位的！如果因反通胀而
不得不升息，那政策就应研
究对过去三年按揭买了房
子的特定收入群体提供救
济性的贴息，帮他们渡过难
关！

@郑渊洁：
我选择写作作为谋生

手段，当版税解决了温饱问
题之后，有时也会犯懒。当
我犯懒的时候，只要想起父
亲写给我的无数家书，立马
就不懒了。父亲没有督促我
坚持写作，但是他给我写的
这些家书，实际上是鞭子。
原来俺爹教育俺时，手里也
拿着鞭子。这样的鞭子，最
能起到鞭策的作用。

@许小年：
电讯资费过去实在太

高了，早该降了，即使下调
了，仍比国外高很多。什么
时候取消了市场准入管制，
民间资本可以自由进入，才
有真正的竞争。

@龚晓跃：
看了一些国内大企业，

发现当大老板的一个必修
功课是在办公桌上放个地
球仪，迎面墙上贴张世界地
图，嗯，最好是电子的，让小
红灯，最好是小战车，在世
界各地闪闪发光。然后把下
属们召到跟前，拿指挥鞭声
东击西、围魏救赵，先把胆
小的吓死再说。想成功的同
学，要切记哦。

@曹凤岐：
我主张建立强制分红

制度是针对有些上市公司
只知道“圈钱”而不自觉给
股东回报而言的，有什么不
对？2010年，2175家上市公
司中，亏损的仅117家，但既
不分红也不送股的“铁公
鸡”798家，上市5年不分红
的414家，其中盈利公司136

家。

愿夏娟的善意

唤醒我们的内心
编辑：

你好！
齐鲁晚报11月13日报道

的《 1 2 岁女孩烈火中救 1 5

命》，讲述了小女孩夏娟的英
勇行为。在面临火灾时，夏娟
能不顾个人安危将熟睡中的
邻居喊醒从而使大家逃离危
险，这种源自内心的毫无私
念的善举，给这渐凉的初冬
带来一股暖流。

一个12岁的小女孩，在
面临着或许是人生第一次重
大抉择的时候，她义无反顾
地选择了救人。当大家逃离
火海时，她只带出了自己的
书包，其实在她喊醒大家的
这段时间，她完全可以转移
更多的财产，可是她没有这
么做，要知道，她只是清洁工

的养女。夏娟，我只想说，你
比那些只会炫富的人要富有
得多！你的爱心，是多少钱都
买不到的。

一个12岁孩子的善举，
挽救了十几个邻居的生命，
希望也能唤起我们内心那渐
渐沉睡的善意。

读者：谢承烨

解开歧视民校的

“裹脚布”
编辑：

你好！
看了齐鲁晚报11月11日

的报道，得知“民校招硕，省
城考生少问津”，对此，这可
能不只是民校与考生的问
题。

拓展民办高校招研权，
需要解开歧视“裹脚布”，引
入教育平等权。判定高校够
不够招研资格，最怕以性质

划线，是公办性质的就放宽
标准，有意为其放行；是民办
民办性质的，就限制多多，有
意抬高准入门槛。相反，不占
国家资源的民办高校，若具
备了招研条件，还应该高看
一眼，使其优先获得招研资
质，以缩小与公办高校的差
距。

读者：张永琪

为民间借贷

正名叫好
编辑：

你好！
看了齐鲁晚报11月11日

《央行表态为民间借贷正名》
一文后，笔者深有感触，并为
央行送来的“及时雨”叫好。

民间借贷由来已久，很
难称其为规范化，良莠不齐。
今年以来，随着市场情况的
变化和银行信贷资金的压

缩，令小微企业和小本经营
者步履维艰，再度使民间借
贷活跃起来。通过大量事实
证明：民间借贷已经成为正
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不足情
况下的有益补充。

民间借贷、民间资本的
合法发展之路仍很漫长，需
要有关部门、机构给以正确
地加以引导；但小微企业和
小本经营者的发展不能等，
甚至他们对资金的需求早已

“喊渴”已久。这就需要有关
部门及时地为民间借贷先正
名发展，等条件成熟后再加
强监管，两条腿走路，中间不
误经济发展。

读者：刘曰章

群众利益

无小事
编辑：

你好！

看了齐鲁晚报11月13日
的报道《好民警沈开未18年
专管“闲事”》，不禁要为这个

“平凡”的民警叫声好。
做男人的大多都是想顶

天立地、成就一番伟业的，做
警察的男人可能更有成为英
雄的梦想，而民警沈开未参
加工作18年，脚步遍及山区
成百上千农家，认了数不清
的“穷亲戚”，管的大多是家
长里短。与那些功成名就的
人相比，他是否就虚度了年
华？显然不是。因为，沈开未
赢得了乡亲们的心。

破大案立大功固然可以
作为理想，但作为基层民警
更应有脚踏实地的作风。无
论什么事，只要关系人民群
众的利益就没有小事，只有
认识到这一点，一个民警才
能勤勤恳恳18年，甘做“无名
之辈”。

读者：华章
■本版投稿信箱：

zhangjinling@qlwb.com.cn

“合格”食品未必确保安全
□吴龙贵

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副
局长蒲长城12日在北京表
示，中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查
的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0%以
上，出口食品在国外的检测
合格率也在90%以上。(中国
新闻网11月13日报道)

对于诸如此类的官方数
据，我一向持百分之一百的高
度信任态度。一是因为此类数
据完全属于独家提供，公众既
无参与权也无知情权更无质

疑权，也没有可供参考的对
象，所以不信也得信。更重要
的是，这个数据说明不了任何
问题。“中国食品安全监督抽
查的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0%以
上”，看上去喜气洋洋的数据，
充其量不过是相关部门工作
业绩的自我展示，而与食品安
全现状和公众实际感受相去
甚远。

不要说90%，就是百分之
百又如何？问题在于，安全的
食品一定是合格的，而合格的
食品却未必是安全的，这是两

个有联系却不对等的概念，不
可混为一谈。举一个最简单的
例子，“三鹿事件”曝光之时，
对于“三聚氰胺”为何物我们
都不甚了解，更不要说检测
了。甚至在几年后，“三聚氰
胺”依旧阴魂不散，原因据说
就是因为缺乏相应的检测设
备和技术。这样的牛奶当然是

“合格”的，但你敢说是安全的
吗？

食品安全监督抽查，本是
一项技术活。其科学性和实用
价值，不仅仅取决于检测设备

和技术等硬件条件，很多时候
还取决于所谓的“国情论”，也
即蒲长城所说的“产业发展的
现状”等意识层次。这方面最
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前不久出
台的“乳制品行业国家标准”。
因为被利益集团所绑架，此标
准甫一出台，即被舆论批评为

“一夜倒退25年”。而刚刚出台
的速食食品新国标，也被指

“标准降低”。
由此观之，不能不说

“中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查的
合格率一直保持在 9 0%以

上”，不仅不足喜，反令人忧
心忡忡。因为公众真正渴求
的是食品安全，而中国食品
安全监督抽查的合格率一
直保持在90%以上，是掺杂
了各种利益考量的“合格
率”，更重要的是，以降低标
准更直接点说降低食品安
全指标为代价而取得的高
合格率，不仅无益于改变食
品安全的糟糕现状，反而人
为营造了一种“形势一片大
好”的假象，从而掩盖了监
管方面的诸多深层次问题。

□杨于泽

云南师宗县私庄煤矿事
故已确认30名矿工遇难，仍有
13人被困井下。据媒体报道，
事故当天的值班领导并未带
班下井，而是在事发后匆匆下
井，然后伪装井下逃生的假
象。多家媒体发表评论或社
论，对煤矿不落实领导带班下
井制度给予抨击。

矿领导带班与矿工同
时下井、同时升井，是2010年
7月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作出
的制度性规定，目的在于引
起矿山对安全生产的重视。
但此次师宗矿难，据国家安
监总局副局长赵铁锤认定，

私庄煤矿属于停产整顿期
间偷偷开采，这已经是违法
违规了。既然是违法违规偷
采，已经坏了规矩，我们还
要求它按矿领导带班下井
的规定办，跟盗亦有道似
的，岂不是苛求？世界上存
在一种落实了领导带班下
井制度的违法采煤吗？

煤矿停产整顿期间偷
采，据赵铁锤副局长的分
析，叫做“企业主体责任和
地 方 监 管 责 任 都 没 有 落
实”，而归根到底还是地方
政府监管不力。企业违法违
规生产，是受到巨大的利益
诱惑，要制止企业这种不顾
矿工死活的趋利冲动，只能

靠政府强有力的监管。确保
必须停产整顿的煤矿停产，
是安全监管的一项基本功，
但此起彼伏的矿难又证明，
很多被责令停产整顿的煤
矿恰恰是在偷偷生产。

要落实政府对煤矿的
安全监管责任，第一位的工
作是练好各项基本功，确保
煤矿的动态都在监管部门
的掌控中。监管部门与煤矿
信息不对称，是无法实现有效
监管的。如何确保驻矿监管员
为我所用，这就是监管部门的
一项基本功；确保被责令停产
整顿的煤矿真正停产，也是一
项基本功。基本功不练到位，
其他监管都是奢谈。

违法采煤何谈领导带班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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