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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什邡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

□本报评论员 闫杰

7月3日下午，四川省什
邡市市委书记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停止宏达钼铜项目
建设，什邡今后也不再建设
这个项目(详见本报7月4日报
道)。至此，什邡事件暂时告一
段落，但由此引发的很多问
题却值得深思。

连日来，因担心正在上马
的钼铜项目建设将对环境产生
恶劣影响，当地部分群众到什
邡市委、市政府聚集，并逐步演
变为群体性事件。据悉，作为

“5·12”特大地震的极重灾区，

当地政府引进该项目的初衷是
为使老百姓住上好房子，更要
过上好日子，但事与愿违，百姓
并不领情。为什么政府的好心
反倒办了坏事呢？

什邡事件并非孤立的个
案，近年来，此类事件比如厦门
和大连的PX项目等引发的冲
突已出现多次，但处理的过程
及结果却大相径庭，和这次什
邡事件处理过程不同的是，厦
门和大连的事件最终都在比较
温和的气氛中获得了解决。今
年初广东乌坎因土地问题引发
的群体性事件，最终之所以找
到了官民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
方案，主要原因是当地政府的
明智让步得到了村民的理性回
应。这些地方化解矛盾的智慧，

为类似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提供
了多个可借鉴的样本。什邡在
处理群体事件过程中是不是汲
取了前人积累的经验和智慧，
随着信息和细节的逐步披露
(如果可能的话)，人们会有一个
比较公正的评判。

通过对此类事件的观察
比较，人们有理由相信，如果
其它地方不从这次什邡事件
中真正吸取教训，类似事件
还会不断重演，其频度和强
度甚至可能会更大。那么，有
哪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以
避免重蹈什邡事件的覆辙？

其一，在上马类似的高
污染项目时，应该本着公开
透明的原则，充分满足公众
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

监督权，从根本上消除矛盾
和怨气滋生的土壤。针对这
次什邡事件，什邡市委书记7

月3日接受采访时也承认了
此 前 和 民 众 的 沟 通“ 不 到
位”，造成了部分群众对钼铜
项目不了解、不理解、不支
持。看来，该懂的道理大家都
懂，也许最难改变的是行为
习惯，更难改变的可能还有
这个习惯背后封闭僵化的行
政文化。试想，如果钼铜项目
在立项之初就能主动听取社
会各方的意见，让当地老百
姓充分知情，并在和政府之
间的双向信息互动中建立信
任，那么即使有不同意见存
在，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可能
性肯定会小得多。

其二，事情一旦发生，决策
者要放下身段、摆正姿态，以平
等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态度与群
众进行充分的沟通，主动化解
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群众在
表达意见的过程中难免有过激
和非理性的行为，如果个别人
有打砸抢等行为，依法严惩就
是，但作为处于强势地位的政
府一方，应该对民众的诉求和
愿望有基本的敬畏之心，以最
大的诚心和智慧的策略来化解
矛盾，而不是相反。

其三，事件的负面影响
已经产生，宣布停建只是个
开始，如何善后才真正考验
当地政府的执政能力。无疑，
经过这一事件，什邡地方政
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会受到

影响，面对民众和政府之间
出现的裂痕，地方政府当如
何作为？比较有效的办法，恐
怕是当地主政官员们能向老
百姓详解事件处理的决策过
程，并积极回应舆论对具体
问题的关注。

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
的关系，这些年来一直是从上
到下都不断强调的一个重要原
则，从这次什邡事件来看，这个
要求对有的地方来说是低要
求，但对个别地方来说可能是
个很高的要求。什邡事件再次
提醒我们，不能正确处理好这
个关系，不但良好的愿望得不
到民众的认可，更可怕的是其
中蕴含的巨大社会风险。这值
得很多地方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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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这些年来一直是从上到下都不断强调的一个重要原则，从这次什邡事件来看，这个要要求

对有的地方来说是低要求，但对个别地方来说可能是个很高的要求。

□吴睿鸫

“红五月”后，被称为传
统淡季的6月，红色更浓。6

月份，楼市在继续“放量”的
同时，价格也出现了久违的
反弹。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
的数据显示，6月全国100个
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
8688元/平方米，环比5月上
涨0 . 05%，结束自2011年9月
以来的连续9个月环比下跌
态势。(《第一财经日报》7月
3日)

对于这则事关房地产
行业未来走势的重磅新闻，
有三个关健词，值得关注：一
是“回暖”。倘若从单月成交
数据，以及百城出现价格上
涨来看，目前楼市显然已明
显回暖；二是“拐点”。“止跌微
涨”被不少业内人士视为楼
市博弈进入新阶段的重要信
号，市场上再一次出现楼市
步入“拐点”的声音；三是“涨
价”。上海某大型开发商负责
人对记者透露，公司旗下项
目已经在酝酿提价，预计提
价幅度在5%左右。

在这三个关健词中，最
令人担心的莫过于楼市涨

价。尽管涨价暂且属于开发
商酝酿的范畴，并没有变成
现实，但从种种迹象来分
析，开发商酝酿涨价绝非放
空炮，可以说，天时，地利，
人和，样样都占。

先从购房者角度来讲，
近日由首都经贸大学与中国
社科院，联合对35个城市居民
对房价预期进行调查的结果
显示，32个城市居民皆预期房
价将会继续上涨，这意味着
有超九成居民预期当地房价
未来会出现上涨。无独有偶，
央行6月19日公布的城镇储户
问卷调查，似乎也印证了这
一点。调查显示，未来3个月内
准 备 出 手 购 房 的 居 民 占
15 . 7%，较上季提高1 . 6个百分
点，为2011年以来的最高值。
随着买房人恐涨心态蔓延，
蜂拥入市，对于一些开发商
来说，越是有了涨价的底气。

倘若再从开发商的视
角来审视，进入6月份以来，
全国20大重点城市土地平
均溢价率达到14 . 6%，其中
住宅平均溢价率为12 . 75%，
商业用地溢价率为18 . 85%。
倘若开发商没有预期今后
房价很快会出现报复性反

弹，是不会轻易出手的，这
表明绝大多数开发商预期
房价会止跌上升。

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
府对中央调控政策的组团
微调，甚至大尺度“松绑”，
给房价上涨预期创造了条
件。现在的问题是，尽管中
央目标是抛弃房地产，用其
他的方式去推动经济稳步
增长。文件上写的已经很清
楚了，房地产调控政策不
变，但其他政策是放开的，
包括民营经济36条、铁路以
及其他方面，但是，基于经
济指标下行、财政收入下滑
以及土地出让金的急剧下
降，地方政府早就想回调政
策，希望房市重新焕发第二
青春。近两年来，已经有不
少城市悄悄地尝试对房地
产调控政策进行若干程度
的“松绑”，广为人知的有佛
山、芜湖等。据统计，2010年
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发布
以来，全国有29个城市楼市
政策微调，25个城市获得通
过。

□李康宁

近来，广州市政府多个
部门陆续公布了“三公消费”
的账本。其中，广州市城管局
在2010年共20人出国，平均费
用达到5 .7万元每人次。对此，
广州市城管局坦承因公出国
(境)费用“超支”。

敢于面对公众“晒账
本”，并对“超支”行为予以
承认，这无疑展示了政府部
门有魄力直面问题的工作
作风，也体现了他们对公众
知情权的尊重。但是，仅仅
让社会知道有关的账目，显
然不能成为公开“三公消
费”的最终目的。如何把各
方面的监督措施落到实处，
并最终规范“三公消费”行
为，值得探讨。

公开“三公消费”，不应
该仅仅以公布数字为目的，
更应当同时向公众详细说明
花钱的动机和收效。止步于

“三公消费”数字的公开，不
等于做到了完全透明；公众
不知道该如何对其进行参考

衡量，也很难有一个公允的
评价。以广州市城管局为例，
虽然他们公布了出国的人数
以及去向，但并没有说明为
什么去这些国家考察学习。
这些考察是否必要，都学到
了什么，对行政效能有没有
促进？显然公众心目中没有
一个明晰的答案，看似清清
楚楚的账目，其实还是一笔
纠缠不清的“糊涂账”。只让
社会知道花了多少钱，而不
让大家知道该不该花以及怎
么花出去的，这显然还是一
种“自说自话”的行为，也给
一些假公济私的行为提供了
生存空间，很难让公众真正
满意。

同时，“三公消费”应当
有一个相对明确而统一的
标准。没有标准的限制，也
就意味着难以建立有效的
约束机制。从此次广州市政
府公布的数据来看，不同机
关单位在三公消费中采取
的标准大不一样。降低行政
成本、节约政府开支是廉政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

着民众对政府部门的殷切
期望。但如今公布出来的数
据，存在着标准不统一、行
业差距大的问题，也让“三
公消费”公开失去了真正的
说服力。

另外，针对“三公消费”
里出现的问题，相关部门应
当有进一步的针对性措施。
公开账目的最终意义，在于
将“三公消费”置于公众的
监督之下，最终由民意参与
决定财政预算。如果发现了
问题，绝不能等闲视之，应当
拿出解决的办法，让民众看
到遏制过度“三公消费”的诚
意。既然有的单位已经公开
承认了“超标”，那么审计部
门应当介入督查，在媒体以
及公众积极参与监督之下，
适当压缩其预算开支，让财
政收入的分配更加合理。

公开“三公消费”的账
目，仅仅是规范政府支出的
第一步。绝对不能将账目晒
完了事，应当正视问题，更诚
恳地倾听社会批评的声音，
才能真正满足公众的期待。

象牙塔

“三公消费”不能晒完了事

开发商酝酿涨价绝非放空炮

陈春鸣/画

近日，有网友微博透露，北大官网公布校领导机构设
置中存在11位校长助理，5位副校长等共计27(2人兼任)人。
北京大学对此回应，11位校长助理是根据工作需要设立的
服务性岗位，大部分校长助理在学校是兼职服务的。

>>个论

□李宗彦

免费卫生纸的此种厄运
并不鲜见，媒体多从国民素
质、道德水平等角度关注这类
问题，感叹之后，再有免费卫
生纸出现往往还是被大量浪
费。一卷卫生纸似乎缠成一个
怪圈，绕来绕去总是解不开。

显然，如果国民都能自
觉爱惜使用卫生纸，像常常谈
到的发达国家的国民那样，浪
费的问题就不存在了，生活也

会更加美好方便。然而，迄今，
多数国民还未能做到这一点。
于是，我们的公厕里常常是难
觅卫生纸的踪影。

可否换个角度，先设法
让市民在如厕时能便捷地用
上卫生纸？与免不免费相比，
这可能是市民更关心的，也
更有操作性。比如在景区的
服务岗亭、商场的服务台，增
加提供收费卫生纸的服务。
既解决市民的实际需要，也
遏止了浪费。

塑料购物袋造成的白色
污染，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
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强制使用收费环保塑料购物
袋后，市民不再动辄向售货
员要塑料袋了，商场超市塑
料袋的用量明显下降。

毕竟，素质的提升并非
一朝一夕之功，在国民的觉
悟还不够时，不妨从现实出
发，用收费遏止过度使用免
费手纸，总好过功效甚微的
道德说教吧。

□于文军

在景区管理人看来，景
区免费厕纸只能用于擦屁
股，而且是用多少扯多少，这
是乌托邦式的想法。事实上，
景区免费厕纸也许是过度使
用了，或是一纸多用了，或许
是被一些游客顺手牵羊，贪
小便宜拿回家使用了，对这
一切，景区管理人应当想得

到。
毫无疑义，景区免费厕

纸被疯抢，反映了一些游客
公德素质缺失的问题。也应
看到，免费厕纸被疯抢，与一
些游客的稀奇心理有关。因为
现在公厕很少免费提供卫生
纸，如果像饭店那样，免费提
供餐巾纸及开水是必须的，大
家习以为常，就不会有疯抢现
象了。要相信，随着游客素质

的不断提高，疯抢免费厕纸这
类现象会逐渐减少。

景区既要营利，又要向
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实现
二者的“双赢”。无论游客公
德素质提高与否，景区提供
免费厕纸是景区服务游客的
举措之一。因而，现在的问题
不是“断供”免费厕纸，而是
如何改进这种免费服务，做
到既提供服务又避免浪费。

>>争鸣

近日，青岛市某些景区的公厕免费提供的卫生纸被人用来擦手、擦脸、擦鞋，临走还扯一
大截带走，过度使用现象严重。(7月4日《大众日报》)

用收费遏止过度使用免费卫生纸

以平常心看免费厕纸被“疯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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