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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砂危楼”缘于监管“海市蜃楼”

浮光掠影
新闻聚焦

一支笔 一个梦

去年8月份，烟台中铁逸都被曝出“暗改户型图”，如今业主侯先生等人又反映客厅
半封闭阳台外墙保温“短斤缺两”，质疑开发商偷工减料。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深圳，
开发商使用大量海砂建楼，一些奸商逐利的嘴脸，不得不让人感叹：“没有最恶劣，只
有更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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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鹏

央视3·15曝光华润集团深圳
建楼使用大量海砂，海砂中超标
的氯离子将严重腐蚀建筑中的钢
筋甚至会导致楼体倒塌，目前楼
房楼板开裂、墙体裂缝等问题严
重，每逢雨天渗水不止。这样的

“海砂危楼”在深圳比比皆是，无
良开发商之所以选择“海砂”做建
筑混凝土，是因为它可以节省一
半的成本。这不得不让人感叹：

“没有最恶劣，只有更无良”！
海砂固然成本很低，价格只

要30多元，买一立方海砂，比河沙
要便宜近120元。但做为砂厂经营

者，又岂能不考虑海砂不能直接
用于建筑的相关规定，而做为开
发商等采购主体，建筑单位，又岂
能不考虑建筑的质量、耐用性、使
用寿命等？然而，在短视主义观念
下，砂厂老板无视国家相关“用淡
水冲洗”，“海砂中氯离子含量不
应大于0 . 06%”等强制规定和标
准，他们采集海砂，甚至违规违法
采集，为的是利益，将砂卖给相关
单位，把钱装入自己口袋即算完
事。

而这种短视的思想，在一些
开发商身上同样存在。他们建筑
楼房、修建桥梁之类，工程峻工，
三五年内早把工程款、卖房款等

装入私囊。三五年后出了问题，则
不用付出相应代价，或者付出的
代价比较小。如此责权不对等的
现实中，开发商又岂能不见利忘
义？

然而遗憾的是，商人重利，
其固然可以“为了5 0%的利润，
不惜违法犯罪”，相关监管部门
又岂能睁一只闭一只眼，甚至
甘当“睁眼瞎”？我国相关法律
规定，海砂是国家矿产资源，岂
能随便采集？采砂的设备、厂房
等不可能拎起来就跑，何以长
期存在，却得不到管理与规范？
即便一些砂厂是合法经营的，
其是否使用淡水冲洗，砂中氯

离子是否达标，又岂能不加强
管理？采砂在光天化日之下，买
卖等交易在光天化日之下，运
输在光天化日之下，使用也在
光天化日之下，监督到底是“看
不见”，还是选择性失明？

事实上，也只有相关部门对
采集海砂的行为不再置若罔闻，
对海砂采集、买卖、使用的监管不
再“海市蜃楼”般虚无飘渺，才不
至于造成违法违规采集海砂行为
的泛滥，才不会导致出现大量的

“海砂危楼”，人民群众的利益也
才不至于受到侵害和伤害。对此，
我们期盼着，相关部门拿着纳税
人的供养能干点事！网络的发达，信息的爆炸，

传播的虚假，言词的伪造，黑白
的颠倒，各种不可思议，都反映
着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管你从事
什么行业，不管你是何人，都必
须面对时代的风格。你唯一可做
的是专注执着你热爱的事。在生
活的过程中，做真实的艺术，真
实的自己，做历史的见证者，时
间会验证一切。

——— 李云迪(钢琴家)

某君吃完拉面买单时要求
开发票，服务员问：“请问台头
是？”此君说：“湖北省恩施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神农溪旅
游景区国家5A级新旅游项目开
发区景区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
景区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领导小组。”老板在旁边听到，
说：“您的免单。”走后服务员问
为啥免单啊，老板说：“对不起墨
水钱！” ——— 马千里(咨询师)

新闻：此前报道称李双江之
子年龄为17岁，毕业于中关村三
小。但李天一同学提供了一张拍
摄于2006年的小学毕业照，从照
片的文字介绍可判断，李天一为
该班级中成员之一，而照片中很
多同学如今都已19岁，网曝照片
中的同学和老师向记者证实，此

“李天一”并非涉案的李天一。(北
京晨报)

点评：真是无巧不成书。

新闻：一对上海百岁老夫妻
的照片日前走红微博，网友纷纷
惊叹两人绒线帽、围巾搭配出的
唐装版“情侣装”又潮又有爱。而
照片中的男主人公名叫张木成，
今年104岁，女主角则是大他一
岁的妻子徐东英。两位老人的年
龄相加已过200岁。(新华网)

点评：能一起到100岁，是多
少夫妻的梦想。

@秋心：一大三学生用手绘+摄
影的方式，构建了自己的武侠梦
动漫卡通梦。
@金地格林：太牛了，很喜欢这
种感觉。
@浪客剑心1920：创意无极限。
@闲萦晓雾：这是怎么做到的
呀？
@郑郑郑：彪悍的人生总是不需
要解释。
@迟钝的王木木：能与自己的画
共存，让自己的灵魂在画中得以
体现。我手画我梦。
@首邑斗：创意无限，想象无限。
@马小炮儿：对于会画画的人，
永远充满敬佩。
@李查德晶晶：我有一个梦，用
笔去实现。
@墙角的花：有梦并坚持的人，
都值得赞美。

武大樱花

新闻回放：武汉大学召开
樱花开放期间校园管理工作
会。会议决定，鉴于目前樱花已
经盛开七成左右，大量游客进
入校园，为维护学校正常的学
习、工作、生活环境，缓解校园
周边的交通压力，明天起武大
将对外收取每人2 0元门票，参
观人员需凭票入校。

《广州日报》评：除了武大
收费参观让人浑身不适外，其
他方面做得还是深入民心的。
比如开门让社会民众有机会
看 樱 花 ，同时对 客 流 进 行 节
制，以便保证武大学生上课不
受影响；实现了学校上课与社
会民众参观的双赢；然而武大
一旦实行收费参观，武大就会
渐渐被金钱绑架，在有利益必
有不轨觊觎的现实下，武大也
可能更多地想着收门票迎客
赚钱。商家难免见利忘义，这
也是圣洁的公共教育绝不允
许成为牟取暴利工具的原因。另
外，武大收费参观校园樱花美
景，收取的门票费用到哪里去，
准备怎么花都没有明确说明。

校园归校园，商业归商业，
校商不能直接结合在一起。武
大樱花虽不是企业产品，但收
费参观就具备了企业化经商、
商品的属性，已经跨到违规地
界里去了。这可不是门票价格
多与少的问题，也不是“象征收
点管理费、卫生费”问题，而是
违规问题。因而笔者认为，武大
收费参观樱花要取消。

至于客流参观带来的管理
费用、卫生费用问题，武大既可
以争取政府的支持，也可以争取
社会公益组织、慈善机构、志愿
者服务平台等提供支持服务。办
法总比困难多，并不是非要收费
才能解决的，比如开通网上预
约，通过网上排号限制每天人流
量。目前武大收费理由并不是硬
道理，从某种层面看还是为商业
化创收寻找借口。收钱参观事
小，高校教育事大，如果只想以
樱花资源来进行收费，这种做法
真不太好。

发泡餐具

新闻回放：被称作“白色污
染”的一次性发泡餐具，14年来
一直禁产禁用且多次被查处。不
过，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的一纸

“21号令”，却将它“起死回生”。
质检部门正准备起草有关准入
文件，此后发泡餐具才能真正实
现重新上市。

《东方早报》评：发泡餐具到
底会对环境造成多大影响，对这
一问题，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
人，因不是该领域的专家而无从
判断。那么，政府部门在决定发
泡餐具是否可行的时候该采取
什么样的程序就显得十分重要。
具体到这个案例上来，发改委解
禁发泡餐具的理由是什么，是依
据什么样的程序作出的呢？

据有关规定，《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的修订遵循如下程
序：先由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
会或有关企业在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提出增减或修订条目的意
见和理由，然后报送发改委产业
政策司；产业政策司在与有关部
门、行业协会等研究协商后，提

出目录修订的征求意见稿；再征
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发改委的意见，同时
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在对
各方意见进行梳理后，产业政策
司分行业召开专家论证会，逐条
论证。所有这些工作完成后，该
目录的年度修订本就出来了。

从这个程序可知，行业协会
在上述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如果一个协会真能认真
做好这些工作，对于其所代表的
企业来说，当然功德无量。如此
次发泡餐具重回产业目录也是
据此程序作出，那么作为消费者
只能遵守这个结果。

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因
为这个产业调整目录在草拟
征求意见稿阶段并没有消费
者而只有产业协会的介入，这
很不公平；且草案一旦形成之
后，没有专业知识的消费者很
难参与其中发表意见，因此最
后的意见显然只是代表了厂
家的意见。于是，这些人希望
政府来把把关：“政府职能部
门就需要为老百姓把守产品
质量安全关”，“解禁发泡餐具
能否向公众说清楚？”

这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不
过在我看来，这种看法并不成
立。首先，尽管在指导目录修订
过程中只有行业协会参与，但这
并不意味着只有一个行业协会
的声音，里面可能存在多个行
业协会，而这几个协会的利益
未必一致。此次针对发泡餐具
的指导目录修改，中塑协和国
际食品包装协会的意见就不一
致，前者支持，后者反对。其次，
在征求意见稿完成之后，会有
一个征求公众意见的环节，这时
消费者应组织起来向有关机构
提出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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