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收地沟油不妨“两手抓”

□本报评论员 崔滨

既有了法规条例，也有
了正规收集加工企业，郑州
的地沟油回收为何还是出现

“正规军”争不过“游击队”的
尴尬？

《工人日报》报道，持有
郑州市首张“城市垃圾回收
处理许可证”的郑州侨联生
物能源有限公司，在依照河
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条例》去饭店回收地沟油
时，却屡屡遭遇饭店的集体
抵制。

穿着统一制服拿着回收
许可证，又是免费上门收集，
对于回收地沟油的正规企
业，郑州的餐饮企业为何不
买账呢？原来，虽然有政府认
定许可的身份，但“正规军”
的回收属于免费收集；而私
人收油队尽管非法，却舍得
花钱收买饭店经理和厨师高
价收购地沟油，在“地沟油市
场规律”的较量中，“正规军”
自然敌不过“游击队”。

应该看到的是，在认识
到地沟油对人体健康和食品
行业的危害后，河南省能够
迅速出台相关条例，鼓励正
规企业合理、规范处理地沟
油，体现了当地政府的责任
意识。

但郑州地沟油回收“正
规军”不敌“游击队”的现实
则让我们看到，一个好的动
机要变成现实，除了要有完
善的制度规范和约束机制，
还需要合理地运用市场化激
励手段。

例如在河南省的《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中，
仅简单规定了各娱乐、餐饮
和机关等单位的餐厨垃圾应
单独收集并委托取得服务许
可证的企业收集处理，除此
之外，对于不照此执行的单
位并没有明确的惩罚机制。
要知道，在餐厨垃圾100%回
收利用的德国，所有的餐馆
都需要和政府签订“泔水回
收合同”，甚至每桶泔水都
有“身份证”进行跟踪追溯。
如此严厉的监管，就算诱以
再高的价钱，德国餐馆也不
敢把地沟油私下出售给“游

击队”。另一方面，由于地沟
油 回 流 餐 桌 的“ 黑 色 利 益
链”利润巨大，使得收油队
舍得花钱购买泔水，将本无
市场价格的地沟油变成了紧
俏的热门货。正是基于这样
的原因，在同样看重利益的
餐饮企业眼中，手中的餐厨
垃圾自然成了“价高者得”的
拍卖品。

因此，适当引入市场化
手段，给予正规回收企业以
补贴，提高“正规军”回收地
沟油的“战斗力”，在餐厨垃
圾统一回收机制尚不完善的

当下，也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事实上，即便德国、日本

和美国等地沟油回收利用体
系健全的国家，也同样经历
了由“无政府”状态到强力监
管、合理利用的曲折历程。

发生在郑州的地沟油回
收“正规军”不敌“游击队”的
典型个案，正提醒有关部门，
彻底解决餐厨垃圾处理问
题，一定要摒弃简单的硬性
思维，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
等多重手段，从源头抓起，严
格监管与市场运营无缝对
接，方是治本之举。

适当引入市场化手段，给予正规回收企业以补贴，提高“正规军”回收地沟油的“战斗力”，在餐厨垃圾统一回收机制制尚不完善

的当下，也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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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潮

日前，国家发改委会同
民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
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有关
问题的指导意见》，《意见》
将殡葬服务区分为基本服
务和延伸服务。《意见》要
求，各地基本殡葬服务收费
标准实行政府定价，殡葬延
伸服务收费标准实行政府
指导价。( 3月24日《京华时
报》)

一个人的一生无非是“生
老病死”，让老百姓生得起、死
得起、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是
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殡葬服
务之所以久遭社会诟病，不仅

在于其暴利，更在于其暴利建
立在“发死人财”的基础上，违
背了社会道德和习俗。因此，
殡葬服务亟须规范，殡葬暴利
亟待破除。

对于两部委联合发布的
《意见》，我认为其最大亮点是
将殡葬延伸服务纳入政府价
格管理范围。众所周知，基本
殡葬服务早已实行政府定价，
有的地方甚至予以免费，但殡
葬暴利依然难除，为何？问题
就出在殡葬延伸服务上。遗体
接运、存放、火化等基本服务
实行政府定价或免费，而要享
受这些价格优惠，就得到指定
的殡仪馆办理丧事，既然来
了，就得“顺便”接受殡仪馆提
供的延伸服务——— 比如：既然
殡仪馆将死者遗体运来存放，
那么遗体整容等服务想必得

交给殡仪馆；既然吊唁在殡仪
馆举行，那么殡仪馆便有底气
将花圈、寿衣卖得贵一点、再
贵一点……如此，基本殡葬服
务的低价或免费，可能远远抵
不上殡葬延伸服务的高收费，
殡葬整体费用不降反升，老百
姓更加“死不起”。

所以，只有将殡葬基本
服务和延伸服务同时纳入
政府价格监管，才有望破除
殡葬暴利。两部委的《意见》
要求各地对殡葬延伸服务
实行政府指导价，将其限定
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可谓切
中了问题的要害。

但是，切中问题要害未
必就能解决问题，政府定价
和指导价未必就是合理的
价格，它们有时也“虚高”得
让民众怨声载道。根据《意

见》，基本殡葬服务价格“由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有
关部门在成本监审或成本
调查的基础上，考虑财政补
贴情况，按照非营利原则从
严核定”，这个规定看似很严
谨，却漏掉了一个至关重要的
环节，那就是征求民众意见，
让民众参与价格决策。换言
之，无论殡葬基本服务价格还
是殡葬延伸服务价格，都应在
成本公开的基础上召开价
格听证会，由各方协商确
定，而不能由各地价格部
门、民政部门说了算。

《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
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制定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
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
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
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

价，应当实行定价听证。”无
论将殡葬服务价格定位为

“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
务价格”还是定位为“自然
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它
无疑都是“关系群众切身利
益的”价格，既然实行政府
定价和指导价，显然均应事
先召开价格听证会。

鉴于目前一些地方的
价格部门总是与垄断行业
穿“连裆裤”，而民政部门又
与殡葬行业有着千丝万缕
的关系，所以，制定殡葬服
务价格切不可绕过“听证
关”、“民意关”。或者说，只
有政府定价和指导价具有
较高的“民意含量”，才能挤
干殡葬服务的价格“水分”，
破除殡葬暴利，让老百姓

“死得起”。

房价高不高跟你的收入
有关系，因为房价如果五万
一平方米，你每月的收入是
十万，那这个房价就不高，那
如果你每月的收入只有五
千，哪怕是一万五都高。

——— 北京大学教授冯
科说。

文学的根本作用是培养
一个人的情调。我认为美的
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
知识的力量，甚至有时是超
越的，而和美连在一起的是
情调。你可以不做一个作家，
但是你不可以不亲近文学。

——— 作家曹文轩说。

语文课程在语文基本
能力培养的过程中，必然要
注重优秀文化对学生的熏
染，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
观，以及道德修养、审美情
趣得到提升，良好的个性和
健全的人格得到培养。

——— 山东大学文科一
级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
授温儒敏说。

至少还有2亿多人要进
城，而现在进来的2亿多人还
没有落地。很多地方都陷入
了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中，
就是农民进城落不了户。

——— 中央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说。

城乡之间最大的差距，
是教育资源的差距。同样是
受九年义务教育，农村的孩
子进城后，在思维方式和知
识素养上仍显“落后”，从这
个意义上说，需要从制度上
保障优质资源转向农村，尽
快实现教育均衡化。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委员张晓山说。

殡葬政府定价不能绕过“民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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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要与市场对接

编辑：
你好！
读了《齐鲁晚报》3月25日

《企业万元月薪大学里觅焊
工》一文，在为大学生“身价”
飞涨为之高兴的同时，也为企
业难觅专技人才感到担忧。

这种尴尬局面的产生，追
根溯源，很大程度上是高校在
人才培养上与市场严重“脱
节”，所设专业与企业需求尚
不完全“对口”。当前，各地不
断加大产业结构优化提升力
度，高校专业设置也应随之进
行结构性调整，一方面要坚持

以市场为导向，对专业设置和
招生规模进行有效调控；另一
方面要加强校企合作，联合企
业定向育人，这样才能真正达
到“学有所值，人尽其用”。

读者：徐剑锋

不能止于退费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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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3月24日报道，
菏泽牡丹区人社局回应网传
强迫退休老人买“没死证明”，
表示“5元指纹验证费今后不
收了”。

牡丹区人社局对于媒体
监督的回应看似积极，称得上

立竿见影，2010年就开始的收
费项目被媒体曝光之后当即
就取消了。可见，他们对于这
项收费是否正当可能早就心
知肚明，群众有意见应该也不
是一天两天了。虽然当地人社
局有关人员回应说“局里领导
也不知情”，但这并不能成为
领导无责任的理由。果真如此
的话，这个事件的性质依然很
严重，一项收费长期存在而上
级领导“不知情”，这样的部门
管理是多么混乱可怕。验个指
纹都要收费，这样的收费可谓
巧立名目；验个指纹就要收费
5元，这样的收费可谓霸气十
足。当前，一些行政部门利用
手中权力变相收费，所谓的

“指纹验证费”不过是盖章收
费的变种，说到底还是权力通
吃。希望当地人社局在退回多
收的费用之后，认真反省，究
竟是管理上疏忽了还是“为人
民服务”的观念模糊了。

读者：汪华

不该发生的新闻

编辑：
你好！
据《齐鲁晚报》报道，3月

22日是世界水日，当天，枣庄
市薛城区南四湖水利管理局
在单位门口的路边进行普法
宣传时，因宣传条幅和展板
超出范围，和该区城管执法

人员当街发生争执。
两个部门都是为了各自

的工作，发生当街争执这样
的问题是非常不应该的。避
免类似问题的发生，办法只
有一个，一切按规定来。干工
作没错，但超出自身权力范
围，涉及其他部门的工作时，
该申报的申报，该协调的协
调，就不能我行我素，更不能
耍态度、搞对抗。说到底，就
是要破除权力思维，树立法
规意识，任何工作都要在法
规的约束下开展、进行。

读者：徐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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