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购房有奖”是对调控政策的挑战

□本报评论员 崔滨

当号称“世上最严厉房
地产调控”进入第三年，不断
暗潮涌动的“政府救市”，正
呼唤取得阶段性调控成果的
房地产市场，尽快进行整个
行业的顶层设计。

7日，扬州市出台购房刺
激政策，对个人购买的精装
修商品住宅进行奖励，由市
区两级财政共同出资，给予
购买不同面积住宅的购房者
4‰到最高6‰不等的补贴。

尽管扬州市房管局声称，这
一奖励政策意在引导购买精
装修住宅，逐步淘汰毛坯房；
但应该看到，该鼓励政策未
能区别对待首次、二次购房
者，而且对所有面积的精装
修住宅均实施补贴，与保护
首次置业者、打压投机炒房
的房地产调控总体方针明显
相左。

在房地产分析人士看
来，在中央政府对地产市场
调控未见松动的情况下，扬
州一反常态,高调出手用财政
资金奖励个人买房，其背后
的原因，还在于惨淡的楼市
直接导致房地产开发商缓开
工不拿地，进而导致土地市

场交易冷清，直接影响了政
府的财政收入。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顶
风救市，并非扬州独有。从去
年的佛山“楼市新政”，到今
年2月安徽芜湖对购房者进
行了免契税、按面积发放购
房补贴的鼓励政策，以及随
后的广东中山上调商品房最
高限价，上海、沈阳放宽二套
房购买限制和公积金提取范
围，无一不是对国家楼市调
控底线的突破。

正是在当前楼市胶着的
状态下，这些不断涌出的定
向宽松或局部放松的政府

“托市”，在一点点地蚕食着
得来不易的房地产调控成

果，让满怀期待房价能回归
合理水平的普通市民一次
次担忧，房价会不会在政府
若明若暗的放纵下恶性反
弹，吞噬历时两年的艰难调
控。

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
是此前各地用减税、补贴刺
激购房者，还是此次如扬州
市政府这样以政府财政奖励
购房者，这些用于“救市”的
财政资金和税款，都来自全
体市民的纳税和贡献，把本
应用于惠及所有市民的社会
保障和公共事务资金，用来
补贴少部分人，而且这部分
人大多又是能买得起精装
房、二套房的高收入人群，无

疑进一步损害了本就被高房
价伤害的普通购房者的利
益。

像吃饭、穿衣一样，居住
本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
哪怕无法锦衣玉食，也至少
要做到“居者有其屋”，在这
个意义上，房地产市场的本
质就是为最大多数人提供基
本的住房需求，在此之上，才
去满足少数人的改善和投资
需求。而中央政府大力推行
了两年之久的严厉房地产调
控政策，也正是为了纠正被
投机、炒作之风畸形推高的
房价，扭转地方政府单一依
赖房地产业、土地财政的经
济格局。

虽然到目前为止，扬州
市的购房奖励政策文件，已
从该市房管局网站撤下；此
前各地的政府救市政策，也
均以“短命叫停”收场；但这
些不断涌动的政府救市冲
动，无一不在提醒，在房地产
宏观调控取得阶段性胜利、
步入第三个年头的关键时
刻，针对整个房地产行业的
顶层设计，已经到了提上议
事日程的关口。如何理顺政
府财政与土地收入的关系、
如何以长效机制而非短期强
制性调控，构建健康公平的
房地产市场环境，才是全体
民 众 真 正 需 要 的“ 政 府 救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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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龙

近日，广东省委书记汪
洋提出，要鼓励新闻媒体记
者选择打击制假售假典型案
例进行暗访，必要时还要安
排公安人员进行保护。广东
省打击制假售假专项行动小
组组长已经表示，参与暗访
的记者名单将提前上报宣传
部及公安厅，以便安排便衣
警察确保记者安全。(见5月8

日《羊城晚报》)

省委书记出面鼓励记者
暗访制假售假，并要求安排
警方保护，这一方面表现了

广东省委打击制假售假的坚
定决心，另一方面则是肯定
了记者的重要作用。这一举
措，对于确保打假工作的顺
利推进，意义重大。

记者参与打假，由来已
久，成绩斐然，每年的“3·15

晚会”更是其集中展示。但让
人疑惑的是，记者的确不是
一个人在战斗，可为什么好多
重大案例的挖出，往往都是记
者先行出击，相关部门却慢了
一拍？社会舆论也便认为，要
不是记者暗访、卧底，我们还
得吃毒食品。于是，也便把更
多的期待放到了新闻记者身
上，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这次，汪洋书记讲话又
专门谈及记者，一些群众又

得把希望更多寄托在记者身
上了，相关部门或许也会过
多地依赖记者打前站。因此，
有必要厘清一些问题。

首先，新闻记者与执法
人员的定位是不同的。记者
只在披露或曰曝光，也就是
揭示真相。而相关部门的执
法人员则要走上前台，消灭
制假售假。而如今，记者却走
到打假前台，成为群众追捧与
期待的“打假明星”，甚至还受
到高层领导的首肯与鼓励，这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存在问题
的严重性，也说明某些部门的
管理缺位。当然，记者必得明
白自己的定位。必须明确，记
者并无打假的权力。就像不
能对案件做媒体审判一样，

记者对制假售假现象也仅限
于披露、曝光。真正的打假还
得靠执法部门。事实上，记者
所能做到的，相关职能部门都
能做到，比如卧底、暗查，这不
都是执法者的必修课和必要
智慧吗？汪洋书记也只是希望
记者能够参与其中，并要受
到保护。这不能成为相关部
门推责、失职的理由。

其次，还要明确，记者所
披露的，往往只是也只能是
冰山一角，而部门打假则要
不留死角。这也是由二者的
职能定位不同决定的。记者
的天职是披露信息、说出真
相，而我们的职能部门的天
职就是要打击违法现象，保
护群众利益。媒体毕竟不是

主管部门，不是执法部门，记
者也不是执法人员。真正解
决存在问题的，还是靠制度
措施的科学管用，靠执法部
门的严格执法，靠广大群众
的全面参与。

记者是有自己的特殊使
命的。记者是“站在船头的瞭
望者”，他要审视海上的浅滩
暗礁，及时发出警告。在别人
忽视的地方，记者可从中发
现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在
别人狂欢的时候，记者能看到
潜藏的问题……然后，进行媒
体公开，引发关注，接下来就
是相关部门的事情了。当相关
部门对记者发现的问题进行
解决的时候，记者可能已经
把镜头又移向了其他方面。

当下青年大部分是独
生子女，是在紧迫感中成长
起来的。他们所受的童年教
育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
上”。同时，一些家长也会不
自觉地将自身的担心与不
安全感赋予孩子。

——— 复旦大学心理学
系主任孙时进说。

我所看到的更为普遍
的情形是，一个心安理得于
教授职称的人，由于自动与
体制化的生活方式合作，独
立的反思能力、学术的视野
和洞察力、对时代问题的敏
锐把握力等等，都会逐渐隔
膜迟钝而不自知。

——— 西北政法大学副
教授谌洪果公开表态，自己
不参加教授评审。

我国的银行要从高高在
上的垄断者地位上“下凡”了，
要到为企业和居民服务的现
代服务业的新平台上。

——— 中国社科院副院
长李扬说。

研究生的总体质量，比
10年、20年前同等学位学历
呈下降趋势。进入前沿学术
水平的研究生论文很少，学
位论文选题不新、水平不
高；很多论文甚至在写作上
完全不符合基本要求。

——— 清华大学教授、中
科院外籍院士姚期智说。

打假需要记者，又不能全靠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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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存侥幸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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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5月8日报道，
位于栖霞的一座近百米长的
大桥瞬间整体垮塌，一位老
人因此受伤。这样的事故让
人既惊又怕。这样的事故看
似偶然，但是看到该桥的建
筑年份是1974年，又觉得这座

桥 梁 的 倒 塌 也 像“寿终 正
寝”。毕竟，在那个年代，由于
客观条件的限制，桥梁本身
的质量可能就有先天缺陷。
据说，当地交通运输管理局
每年4次检修未发现异常。这
样的检修是不是太流于形式
了？不知道还有多少类似桥
梁在其他地方艰难挺立着，
希望有关部门能认真做好排
查，真正防患于未然，莫存侥
幸之心。 读者：李波

为“家庭医生”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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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齐鲁晚报》5月 8

日《城市社区年内普及家庭
医生》一文，倍感振奋。笔者
看来，家庭医生走进寻常百
姓家，要让其真正发挥应有
的功效，还需要相关制度的
配套，以及政府卫生部门大

量人力、财力、物力的持续
投入。当然，最根本的还是
医生本身必须业务过硬，不
断加强自身业务修炼、职业
道德修养。其一，要有过硬
的医术。家庭医生以“赤手
空拳”的独立诊治为主，要
为居民“量身定做”合适的
治疗方案或康复计划，必须
具 有 丰 富 的 行 医 经 验 。其
二，要有过硬的医德。无论
是坐 诊 指 导 ，还是上 门 服

务 ，都 应 以 居 民 高 兴 不 高
兴、满意不满意作为评判标
准，而不是打着服务的旗号
干一些推销的勾当、耍一些
骗人的把戏。

读者：徐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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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顺政府财政与土地收入的关系、如何以长效机制而非短期强制性调控，构建健康公平的房地产市场环境，才是全全体民
众真正需要的“政府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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