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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邵阳纵火案烧出的戾气更可怕

□本报评论员 金岭

27 日上午，湖南省邵阳
市自来水公司发生纵火案，
造成 3 人死亡，4 人烧伤。邵
阳市委宣传部对外公开通报
称，纵火是公司内退职工石某
因不满公司未同意招收其第
二名孩子(一名孩子已安排进
公司工作)进公司工作，冲入
会议室，对正在开会的公司
党委班子成员泼洒汽油并点
火所致。(本报今日 A13 版)

已经有一个子女在自来
水公司就业，却仍然有这么大
的不公平感，原因很可能一是
她个人的要求实在是太高，超

出了公司的承受能力；二是和
公司其他人比，感觉自己得到
的还是太少，因而怨愤难消。

邵阳血案根源何在？按
理说，自来水行业作为公益
性的行业，其公益性的一面，
还应该体现在其创造的就业
岗位应向全社会开放，而不
应该由自来水公司的职工独
享。而事实上，现在很多地方
此类行业的就业岗位相当一
部分被“内部人”控制了。如
果自来水公司不把就业岗位
用于内部分肥，而是公开公
平公正地把机会开放给所有
的竞争者，其内部就不可能
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更不
可能发生这样的血案。如果
面对的是公平的竞争，石某
也许会无话可说。

话说回来，这又不能全
怪邵阳市自来水公司，这个
公司的现状，反映的其实是
当下垄断半垄断行业的现
状，这类行业的工资待遇和
保障水平，比那些实现了充
分市场竞争的行业要高得
多，这种现象在石油、电力、
金融等垄断行业体现得或许
更为明显。这说明，我们的劳
动力市场虽然已经市场化
了，但劳动力市场的统一性
却被特殊行业的特殊利益群
体分割了，比如同样的工种，
在自来水公司的工资可能会
比其他竞争性行业要高，因
此，这类行业的就业机会，在
当今的中国，是人人向往的
稀缺资源，邵阳市自来水公
司不过是其中的一例而已。

邵阳惨祸虽是一个极端
案例，但它揭示的矛盾却是
普遍存在的。邵阳惨祸产生
的背景就是，作为个体参与
市场和社会竞争的机会还不
均等，至少就业机会还不均
等，这也是石某内心怨愤产生
的根源。作为事实上的既得
利益者，虽已有一个孩子进
入了自来水公司，但她仍不
满足，原因很简单：既然机会
本来就不均等，也许还有比自
己更大的受益者，这很可能让
她在提出更高要求时感到理
直气壮。化解矛盾的治本之
策只能是，真正通过深化改
革，为所有行业创造平等发
展的大环境，让所有劳动者的
工资和保障水平都在充分竞
争的基础上形成，不拆除那些

有形无形的限制竞争的壁
垒，邵阳市自来水公司的矛
盾仍将会在其他地方以其他
形式表现出来。

石某以死相拼的，其实
就是希望能多分肥，虽然已
是既得利益者，但在内部分
肥不公平的环境里，她的不
满足，她的更高的期待，在她
自己看来都是合理的，因而
是理直气壮的。这起血案提
醒我们，一个单位也好，一个
区域也好，甚至是整个社会
也好，人们的不公平感越强，
建立在不公平感基础上的要
求就越多，因为只有提出更
多的要求，才可能弥补面对
不公平产生的那种巨大心理
落差——— 撕裂她灵魂的，也
许正是这个落差。

血案发生后，网友的反
映大多不是谴责行凶者，而
是狂 呼“ 该 烧 死 那 些 龟 儿
子”，因为石某虽然杀了人，
但在一些网民看来这已不重
要了，重要的是她背后可能
有更值得关注的腐败。这太
可怕了！这足以说明，一些人
的是非和善恶标准已经扭曲
到了何种程度！这其中蕴含
的危险倾向，或许比血案本
身更可怕。

邵阳惨祸告诉我们，只
有普遍的公平，普遍的正义，
普遍的权利，才能驱散我们
那种无处不在的戾气和焦
虑，才能让石某们放弃那种
过多的非分期待，才能把一
些网民颠倒了的是非标准再
颠倒过来。

这起血案提醒我们，一个单位也好，一个区域也好，甚至是整个社会也好，人们的不公平感越强，建立在不公平感基础础上的要

求就越多，因为只有提出更多的要求，才可能弥补面对不公平产生的那种巨大心理落差——— 撕裂她灵魂的，也许正是是这个落差。

黑龙江一条长达 7 公
里多，8 车道的大桥，投资
19 亿，不到一年就崩塌了，
死伤 8 人。但是，有关部门
却立即否定大桥存在质量
问题。这是头脑发热，GDP

主义的根源所在。30 多年
来，GDP 每年靠大量的投
资取得两位数增长。许多投
资变成了浪费，甚至是祸
害。中国如果不改变经济增
长的思维方式，老百姓还要

为这样的错误无止境地埋
单。

——— 姚树洁(诺丁汉大
学经济学教授)

长途卧铺客运在国内
兴起，是人流、物流开始大
流动的产物。而人流数量巨
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户籍
制度导致的困扰。30 多年
了，户籍改革进展十分缓
慢，许多民众的奔波是被动

而为。故此，减少交通事故
一是严格执法，二是减少无
效的被动奔波，三是有取代
手段。否则，新的限制长途
卧铺客运措施将可能是扰
民之举。

——— 王才亮(北京才良
律师事务所主任)

伦敦奥运会结束不久，“林丹”牌饲料、“叶诗文”牌泳衣
等商标注册信息不断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工商部门表示，
目前正在探索建立恶意抢注他人商标的个人、企业以及代
理机构“黑名单”制度。 据央视

抢注“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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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华伟

徐州贾汪区勤廉评价系
统正式上线，该区 600 名科级
干部的家底全部晒到网上，全
国网民都能查到。贾汪区此举
在全国是独家，得到社会普
遍关注。(本报今日 A15 版)

近年来，陆续有新疆阿
勒泰、湖南浏阳、浙江慈溪等
地先后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公
示，但往往是雷声大、雨点
小，最后不了了之。而此次贾
汪区的做法的最大特点是将
官员申报的财产公示上网，
接受全国网民监督。与组织
内公开和张榜公示相比，贾
汪区的做法公开范围扩大，
力度增强，的确进步不小。然
而，贾汪区此举并没有获得

网友的广泛叫好。
网友质疑的是，贾汪区

此次干部财产申报全凭官员
自觉，如此重要信息只靠自
觉，恐难得到准确的信息。事
实也证实了网友的质疑并非
没有道理，记者在随机查看
的 100 人信息中，有 96 人的
申报内容如出一辙：有住房
1 套；除工资外，无其他非正
当收入。这样的“空前一致”
不得不让人对其真实性产生
怀疑。之前的一些试点案例
中，往往会出现“零投诉”、

“零监督”的情况，这反映了
民众对公开制度的不信任，
也说明了回应和调查机制存
在很大不足。从目前的报道
看，还没有看到贾汪区在这
方面较大创新的做法。

官员财产公开针对主导
公权力运行的官员阶层，这
涉及他们的根本利益，自己
给自己“刮骨疗伤”，必然会
遇到极大的阻力，甚至会让
种种有益的尝试消失在无形
阻力中，让申报财产公示成
了公开的隐瞒。

提出贾汪区做法的种种
不足，并不是否定其尝试和
创新的做法，相反，我们应该
鼓励更多的地区在官员财产
公开方面进行尝试和创新。
所有人都应该明白，官员财
产申报制度是遏制贪腐的利
器，这个制度是中国发展过
程中不得不迈过去的一道
坎，早实行比晚实行效果好，
也更容易得民心。

(作者为本报记者)

□熊志

中国农村老年人口超过
1 个亿，但和城里相比，农村
老人的养老状况十分堪忧。
记者走访黑龙江双城农村，
得知这里部分老人每个月仅
可获得象征性的 3 毛 5 毛不
等的养老金，当地有的古稀
老人被迫外出打工赚钱。(8

月 27 日央视)

双城农村的养老困境，
在全国很多农村地区同样存
在，比如不久前曝光的河南
邓州市，不少农民每月也仅
能领取两三元。导致这种局
面的养老制度，可追溯至
1992 年，当时民政部牵头，
出台了县级农村推行社会养

老保险基本方案，即俗称的
“老农保”。虽然因为效果不
佳，“老农保”只实施了七年
即被废止，但从费用缴纳到
领取，其间有个过渡时间，加
上“新农保”在 2009 年才初
步确定，直到现在也未实现
全覆盖，所以现在很多农村
地区，仍然是按照“老农保”
的模式发放养老金。

毋庸置疑，即便在消费
水平低的农村，几毛几元的
月发放额度，想要养老根本不
可能，想必很多城里人不敢相
信这是真的，并大声诘问这点
钱咋好意思拿出手？其实这也
正是废止“老农保”的主因。

双城、邓州等地的养老
困境，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

果，它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新农保”未全面覆盖，“老农
保”未全面退场，两者自然不
可能无缝对接，而是留下了
不少真空，于是，有的地区能
享受 55 元的基础养老金，有
的地区则只能靠最长不过 7

年的缴费积累资金养老。实
际上，这还只是真空的表现
之一，新旧农村养老制度的
衔接过程中，农村对两种养老
体制认知转变的困难，农民工
群体养老路径的更替，以及同
时参保两种养老模式人群的
养老金发放规则等，同样是

“老农保”退出历史舞台后亟
待解决的任务。但愿今后别
再出现逼着古稀老人外出打
工的“三毛现象”了。

一月三毛的养老金咋好意思发

财产申报公示莫成“公开隐瞒”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抽查“抽死人”？漏查才会死人
□辛木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
师朱宏任在中国乳制品工业
协会年会上表示，中国乳制
品行业还存在一些突出问
题，首当其冲的就是“乳品质
量和安全水平与人民群众的
期望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
光明总裁郭本恒却认为，中国
乳企生产硬件设备世界领先，
管理水平也不差，检测手段、
质量控制等都很先进，不应妄
自菲薄。去年国家抽查光明乳
业 4553 次，没有一个指标不合
格。今年上半年已经抽查了
2600 多次，“这么抽(查)会抽死
人啊！”(8 月 27 日《齐鲁晚报》)

一年抽查 4553 次，平均
每天抽查 12 . 5 次，听起来确
实次数比较多。但是，抽查的
次数多，也只意味着抽查人
员的工作量大罢了，对乳企
来说，既然“乳品工业水平是
世界最高水平”，既然“生产
硬件设备世界领先、管理水
平高、检测手段和质量控制
都很先进”，那该怎么生产就
怎么生产，该怎么经营就怎
么经营，你查你的，我干我
的，只要质量无可挑剔，即使
一天查一万次又有何惧？怎
么会因为抽查的次数多了就
会抽死人？真是莫名其妙。

恰恰相反，对乳企来说，
绝没有抽死人的抽查，却有

愁死人的漏查。近日爆出的
蒙牛篡改生产日期事件，可
说就属于典型的漏查，而且，
这种漏查引出了一连串疑
问：为何被篡改了日期的牛
奶 3 个月后才被发现？过期
乳制品篡改日期究竟是“个
人行为”，还是属于企业行
为？是蒙牛的偶一为之，还是
整个乳制品行业的潜规则？
质检部门该如何杜绝对已经
进入市场的乳制品的漏查？

什么时候乳企对于频繁
的抽查不但不反感，反而热
切期待了，我们的“乳品质量
和安全水平与人民群众的期
望差距”才会大大缩小直至
彻底消除。

>>声音

封二

□石念军

今天让我们关注一个
7 岁患儿的遭遇：尽管有 7

岁的双胞胎妹妹作为“供
体”捐献移植手术急需的造
血干细胞，数十万医疗费用
却让这个病情危急的孩子
继续等待救济。(本报今日
A06 版)

在俗称为“骨髓移植”
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尚不
被大多数人理解的背景下，
让一名 7 岁女童捐献造血干
细胞，听起来便让人难以接
受。其实，造血干细胞同样需
要采血完成，而义务献血法
明确限定献血者的年龄应为

“18 岁-55 岁”。但抛开医学伦
理不谈，面对这样一则生命
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义务帮助这名勇敢的 7 岁女
童，实现“哥哥早日和自己一
起去上学”的愿望。

热心可以救一个人，制
度才可以救一群人。这个家
庭所遭遇的，和所有重病患
儿家庭所面对的，大致相同。
比如供体问题，医生认为患
儿的病情已不容许花费两个
月左右的时间来寻找供体。
其实，无外乎是担心程序繁
杂、时间太长甚至寻而不果，
延误最佳治疗时机。这些问
题长期制约着造血干细胞移
植手术的开展，而倘若不是
它积弊未改，也不会有 7 岁
女童上阵的纠结。

再比如费用问题，“儿
童大病医保”久呼不出，巨

额医疗费用仍旧是相当一
部分重病患儿家庭无法解
决的困难。2009 年春节期
间，温总理救助白血病患
儿，一时引发各界对儿童大
病医保制度的普遍呼吁，但
三年多过去了，“总理能救
多少患儿”的疑问仍在。7

岁女童可以为哥哥捐出造
血干细胞，但社会风险共担
机制的缺席，实际已经辜负
了她的“义举”。

儿童大病医保的建设
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这不能
成为我们无所作为的借口。

“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团
队新近发起儿童大病医保
公益行动，尝试走出传统公
益行为个案救助的困境。只
有这样的努力多了，才会给
我们带来更多的希望。

(作者为本报记者)

7 岁女童的“义举”不容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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