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永元和教育厅，互相都没搞明白

□廖保平

2012年全国食品安全
宣传周暨第四届中国食品
安全论坛在京举行。中国
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
昆冈向记者表示，乳制品
企业三年整改成就显著，
希望大家不要过度质疑。
在采访最后，宋昆冈对记
者坦言，“其实我自己的孙
子，喝的就是国产奶！”(6

月12日中国网)

宋昆冈如此“坦言”，
无非是想说，你看，我孙子
都喝国产奶了，说明国产
奶是没有问题的，是值得
信赖的。且不说事实是否
如此，首先这句话是经不
起推敲的。

假定确如宋昆冈所
说，他孙子就是喝的国产
奶，可是喝的哪个牌子我
们不知道。而且，“喝的是
国产奶”可以指天天喝，也
可以指一年喝一口，这也

是概念模糊的事，无法确
证的事。再有一个问题是，
就算可以证实你孙子天天
喝国产奶，也不能说明中
国乳业没有安全问题，更
不能因此要求别人也要跟
着天天喝。要而言之，你孙
子喝什么奶对我不重要，我
的孩子喝什么对我来说才
重要，我们没有义务以不怕
牺牲的精神来支持民族乳
业品牌。要知道，最值得保
护的不是这些中国产品，
而是中国的未来，任何人
都没有理由拿孩子的健康
来为一个产业的发展做赌
注。

宋昆冈拿自己的孙子
做样本，作为中国乳制品
工业协会理事长，可谓尽
职尽责。但是，喝不喝国产
奶完全是消费者的自愿选
择，在一个市场经济时代，
这种选择权要交给消费者
自己掌握。质优价廉的好
产品自然会受到青睐，那

些喝了会伤身害体的产品
就是有再多专家站台，把
它吹上天去，消费者仍然
会将之拒于千里之外。不
去停止采用“倒退25年”的
乳制品标准，不去努力提高
产品的质量，总是急于口头
上的称赞，甚至不惜拿家人
来担保，都会收效甚微，甚
至起到反作用。因为，理性
的消费者反感这一套。

市场是残酷的，你伤
害消费者，就一定会有来
自市场的报复，现今中国
乳制品业不振，是此前甚
至现在一直不能给消费者
提供放心可靠的产品的惩
罚，不是消费者要故意与
国产奶过不去。此时，中国
乳制品业不思悔改，不思
改进，反而扮出受害者的
模样，这是对消费者的不
公。如此，消费者也只能用
脚投票，为自己，为自己的
孩子的安全远离一切不够
清白的国产奶。

你孙子喝什么奶对我不重要

□本报评论员 崔滨

一个表示对于公益机构
的活动“不支持”；一个则怒
斥政府部门“不要脸”。崔永
元和湖南省教育 厅 之 间 的
嘴仗，凸显出创建新型社会
管理体制进程中，政府和社
会组织间观念的错位与冲
突。

12日，有媒体报道称，由
于崔永元公益基金在湖南组
织100名乡村教师接受免费培

训的公益活动，没有得到湖
南省教育厅的帮助，仅仅得
到了一个“不支持、不反对、
不参与”的回复。对此，著名
主持人崔永元评价湖南省教
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
脸”。

双方各自简洁有力的
“三不”回应，经由网络传播
的发酵，迅速成为社会关注
的热点。应该说，崔永元基金
会在湖南进行的乡村教师公
益培训，是在为当地教育部
门提供帮助和支持，湖南省
教育厅对这一主动送上门的
公益活动，不仅明确表示“不

支持”，简单生硬的“三不”态
度，更是让不少人感到失望。

不过，崔永元因为湖南
省教育厅的冷漠便斥责其

“不要脸”，也同样有失公平。
既然此次乡村教师培训是由
崔永元公益基金发起的民间
公益活动，如果政府部门过
多参与其中，就有了“喧宾夺
主”之嫌，反而可能让“民间”
公益模糊本来的面目。其实，
在我国慈善公益事业尚处于
发展初期的摸索阶段时，政
府的“不参与”和“不反对”，
有时不失为对公益事业的一
种支持方式。既然是民间性

质的公益活动，还是自己干
自己的好，不必指望政府帮
你做什么，当然，道义上的支
持除外。就算崔永元基金会此
次没有得到湖南省教育厅的明
确支持，身为知名公众人物的
崔永元，也不应大张旗鼓地表
示愤怒，张口就骂人家“不要
脸”，这大可不必。

其实，这场公益组织和
政府部门各有对错的冲突，
反映的正是眼下社会转型过
程中，构建新型社会管理体
制中的典型矛盾：一方面新
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为社
会组织、公益机构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社会组织希望发挥更大的作
用，并得到政府的支持；但另
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部门

“包打天下”的传统和“行政
命令”式观念普遍存在，对于
民间组织参与自己管辖范围
内的事务，感到还不适应，甚
至有排斥心理，比如让公益
组织来培训自己的老师，好
像丢了自己的面子似的，其
实这也大可不必。

事实上，正如中央提出
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
创新十六字方针，今后的许

多社会公共事务，将更多仰
赖民间组织和政府部门的共
同参与和协作才能办好，认
清楚这一点，崔永元和湖南
省教育厅，就应该各自放下
成见，在培训乡村教师一事
上进行充分沟通，明确双方
的责任和边界，将这场错位
的嘴仗，变成推动社会管理
创新发展的有益尝试。

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
崔永元和湖南省教育厅，双
方也许都还没有搞明白———
这正是发生冲突的原因，也
是双方都需要进行自我调整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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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丰慧

就在降息当天，央行
向各商业银行下发的“特
急”文件称：“个人贷款利
率浮动区间下限仍为基准
利率0 . 7倍。”(据6月12日

《广州日报》)。
时隔两年后央行重提

“7折”房贷究竟预示什么，
代表什么呢？有业内人士
认为，房贷调控由紧变松
的拐点或已到来。笔者观
察到，从央行7日宣布降息
后，貌似给房地产打了一
针久违的兴奋剂，开发商、
房屋中介、个别专家和投
资投机者欣喜若狂外，这
两天又出现了一些新动
向，比如：深圳再现久违了
的千人排队购房，北京南
京传来新盘遭客户抢购的
消息。有分析认为，楼市调
控正在酝酿惊天大逆转。

但是，从差异化房贷
政策要求上，央行下调利
率并不意味着差异化房贷
政策被取缔，与严格执行
差异化房贷政策并不矛
盾；央行重申个人住房贷
款利率浮动区间下限仍为

基准利率0 . 7倍，主要指首
套房贷，是执行差异化房
贷政策的具体措施，并不
违背房地产调控政策要求
的“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
房的家庭，严格执行首付
款比例不低于50%、贷款
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1 . 1

倍的规定”。
笔者始终认为，房地

产调控不是将房地产行业
一棍子打死，更不是打压
所有购房需求，不能采取
将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的
做法。要坚决打压和抑制
投资投机性需求，同时，要
保护和鼓励首套房的刚性
需求。在中国经济下滑压
力增大的关键时期，保护
和鼓励住房刚性需求有着
更大意义。不仅是解决百
姓住有所居的民生工程，
而且是促进经济、拉动经
济的发展工程。如果刚性
需求、中小户型需求和保
障性住房建设三个力量一
起发力，那么，住房对经济
拉动将是一股不小力量。
这对稳增长具有现实意
义。

最为担心的是，此时

央行突然下发紧急文件，
让个人住房贷款利率7折
优惠重出江湖，被歪和尚
歪解读，更恐有弦外之音。
是否预示着放松楼市调控
的前奏？是否预示着在试
探民意？但一个事实是，已
经给市场提供了“房贷调
控由紧变松的拐点或已到
来”的发挥和想象空间。起
码市场已经出现上轮调控
无果而终的前兆，更重要
的是，对于这些现象高层
一直保持沉默不语，“坚
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
成为让百姓审美疲劳的
机械性口号，而就是看
不到高层旗帜鲜明地叫停
地方政府违背调控政策的
行为。

笔者认为，在楼市调
控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
应该将“坚持房地产调控
不动摇”落到实处，果断叫
停地方政府的一切小动
作，对违背楼市调控政策
者露头就打，做一次比喊
十次要管用得多。

今后的许多社会公共事务，将更多仰赖民间组织和政府部门的共同参与和协作才能办好，认清楚这一点，崔永元和湖南南省教

育厅，就应该各自放下成见。

为在兰州马拉松赛及兰洽会期间让兰州变得靓丽
多彩，兰州市城关区在马拉松赛道及部分主干道布置了
各种鲜花。然而马拉松比赛刚刚结束，东方红广场等处
的许多鲜花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尤其是东方红广场的
30组大型花箱内千余株一品红竟然被“洗劫一空”。

据《兰州晨报》
勾犇/画

花开一时

谢师何需摆宴席

编辑：
你好！
每年高考之后，“金榜

题名”的考生及其家长们都
会举行各种宴会，或者是

“庆功宴”，或者是“谢师
宴”，来表达高考成功的喜
悦，以及对教师辛苦培养的
谢意。高考成功心里高兴，
而且忘不了老师的辛勤培
养，这种感恩之情值得嘉
许。但借着高考成功的机
会，大搞“庆功宴”“谢师
宴”，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助
长了社会的奢靡风气，实在
不可取。其实，既然从事教
师这种职业，尽职尽责做好
教育培养学生的工作，本是
分内之事。教师接受宴请和
馈赠，一定程度上就损伤了
师德建设，不利于树立教师
的良好形象。

近日，网络上流传的一
份“高考成本路线图”显示，
高考30多年来，成本涨了数
十万倍，而高考之后的“庆

功宴”和“谢师宴”是“高考
成本”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举行高考“庆功宴”和“谢师
宴”，给许多本就不宽裕的
家庭带来更大负担，这部分
资金，本来可以用到更需要
的地方比如缴纳学费上面。

读者：凌国华

变害为利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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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齐鲁晚报》刊

登《吸来黄河沙，填充塌陷
区》的稿子，很是让人高兴。
记得上学的时候，地理书上
就说黄河流到山东，已经成
了地上河，高出地面很多，
长此以往，将会危机重重，
不堪设想。现在，水利工作
者创造出改良土地的好办
法，一方面将废弃的土地改
造成良田，另一方面把过多
的黄河泥沙抽出来，减缓了
地上河进程。真的可以说是
一举两得的好事。希望这个
办法能够普及起来，并加大
力度，真正把地上河的危害

减少到最低限度。
读者：李洪嵩

无形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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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诸城一工地防护网倒塌
砸中居民楼。虽然事发后，工
地方面也表示会有各种相应
的赔偿，但是想必每一家与
此工地相邻的市民都会有惴
惴不安的感觉。这样的事情
以后会不会继续发生？这样
的扰民其实不只在工地，在
其他场合也会存在。我家楼
下有几家烧烤摊，夏天的晚
上生意尤其火爆，每当我需
要开窗纳凉时，外面就会进
来阵阵油烟和食客的嘈杂
声。这样的伤害虽然看不到，
但是比砸门砸窗还严重。为
此也向一些部门投诉过，但
通常都被当做邻里纠纷搁在
一边了。保护个人权利，不能
只看物质损失，更要看精神
伤害，而后者往往是被我们
忽视的。 读者：王博

>>个论

“七折”房贷利率复出预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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