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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公务车选红旗，是务实更是节约
□本报评论员 崔滨

新华网的一则全国十多
个省份和中央部委开始大批
量订购红旗轿车的新闻，让
公务车采购“唯合资品牌”的
坚冰有了消融的迹象。而带
来这一变局的，显然是自上
而下“厉行勤俭节约”风气的
贯彻落实。

作为“三公消费”之一，
公务用车的采购和使用一直
备受社会关注，而争论多年
的公务用车“自主品牌化”，

让我们很自然就能联想到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17日在人民
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时的

“约法三章”之一——— 今后
“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
购车只减不增”。从这一意义
上说，不论是去年年初工信
部公布的公务用车选用车型
目录入围车型多为自主品
牌，还是即将出台的公务车
采购新标准，无不显示出中
央治理公务用车领域“重面
子、比价格”陋习的坚定决
心。

众所周知，眼下的公务
用车领域，90%的市场份额
属于合资品牌，尤其中高级
官员的公务用车更是被国外
高端品牌垄断。就像江淮汽车
董事长安进在全国两会接受
采访时说的，公务用车采购只
占全部汽车销量的3%左右，对
汽车厂家业绩提升没有实质
性帮助，“但政府采购的关键
是引导社会价值取向，老百姓
看干部，干部坐什么车大家
就追求什么。你坐奥迪，大家
也跟着坐奥迪。崇洋、奢侈，

这种社会风气是大问题。”
的确，正是这种奢侈之

风和采购标准的不明确，让
公务用车采购一直对自主品
牌明迎暗拒。即将公布的公
务车采购新标准中，“各级官
员用车标准集体下调”以及

“普通公务用车底线下探至
1 . 8升和1 6万元以内”等细
则，恰恰从排量和价格这两
个关键环节上，卡住了公务
用车采购中“重面子”的浪费
冲动。“自主品牌采用比例不
低于50%”的规定，不仅为自

主品牌更上层楼提供了机
会，也可以扭转老百姓对高
端豪华公务车的负面印象。

更为重要的是，眼下全
球经济的不确定以及伴随着
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
展方式进程的深入，中央财
政收入已经告别了以往高速
增长的黄金岁月，就像李克
强总理说的，“要让人民过上
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
子”。面对不断增长的民生需
求，政府只能削减自身不必
要的开支，如果此次公务用

车采购新标准能不折不扣地
被执行，在公务用车上少花
点，相应地在民生上就能多
投入点，这正是政府不与民
争利的开始。

从近年来不断曝光的政
府采购天价优盘、打印机、电
脑等新闻中可以看出，把“三
公消费”装进制度的笼子，仍
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
作，而此次公务车采购相对
细致的制度设计，为其它政
府采购项目提供了很好的经
验。

在公务用车上少花点，相应地在民生上就能多投入点，这正是政府不与民争利的开始。

□晏扬

2012年度中国主要城
市公众教育公平感调查报
告日前发布，调查显示，多
数公众积极评价近三年来
教育公平改善的状况，但仍
有24 . 3%的被调查者不相信

“教育能够改变命运”。(3月
20日《燕赵都市报》)

这篇报道的标题是《超
两成人不相信“教育能够改

变命运”》，引起网友议论纷
纷，大家不禁感慨“读书无
用论”正在抬头。但是且慢，
别 被 新 闻 标 题 牵 着 鼻 子
走——— 姑且相信这个调查
结果，但这也表明，有近八
成的被调查者认为“教育能
够改变命运”。

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
代，多达近八成的人认可
一件事情或一个道理，何
其难哉！当前确实存在种

种社会不公，比如“拼爹”
之风，但是，有资格“拼爹”
的毕竟是极少数人，绝大
多数人仍然是“拼教育”。
教育未必一定能改变每个
人的命运，但教育毕竟切
切实实地改变了很多人的
命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人们才一边批评社会不公
一边相信“教育能够改变
命运”，所谓“读书无用论”
并没有真正抬头。

欣慰于近八成人相信“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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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王昱

因为觉得“有钱没地
位”，已是千万身家的黑龙江
青年老板浩宇 (化名 )，最近
决定报考公务员，他自述“虽
然衣食无忧，但总觉得少点
什么，心里不踏实”，希望用
公务员身份来改变之前到相
关部门办事时低声下气的窘
状。(本报今日A19版)

身家千万的高富帅还要
不辞劳苦地“考碗”，属于比
较反常的极端案例。但极端
案例就像极端天气一样，也

分两种，六月飞雪只能算是
奇闻，深秋降雪却预告着寒
冬。细读这则新闻，荒诞中却
透着合理，于是这段本是茶
余饭后博人一笑的谈资，也
就透出了几分揭露世相的黑
色幽默。

高富帅“考碗”为何离奇
呢？因为普通人“考碗”，无
非是看中了公务员收入稳
定、工作清闲，而文中的浩
宇，放着万贯家财却想谋
个工资千把元的差事，图
的恐怕不是“收入稳定”；
抛却娇妻幼子奔赴异地参

加培训班，要的应该也不
是“工作清闲”。如此行径，
实在令普通人匪夷所思：

“他图个啥呢？”当然，这个
出身商贾的青年肯定不会
做赔本买卖，从他对当公务
员的同学“受人尊重”的羡
慕，和对自己到相关部门办
事时不得不低声下气的不
满中，不难看出，他是想通
过考公务员而不再“逢人
就低声下气”。换句话说，
与寻常“考碗族”不同，这位
高富帅考的不是“碗”，是尊
严。

若说考公务员是为了从
此不低声下气，恐怕有人要
发笑。“忙不完的端茶倒水，
见谁都得装孙子，活得没有
尊严”是不少考上公务员的
人对这份工作的最大抱怨。
其实，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
浩宇觉得公务员很有尊严，
是因为他看见的是其对待自
己时的趾高气扬；基层公务
员觉得自己没尊严，是因为
他记住的是其对待上级时的
低声下气。围城内外两种观
点看似矛盾，实则统一，揭露
出本应人人享有“一碗水端

平”的尊严，时下很多时候却
在和权力挂钩，有着大小之
分、等级之差。

浩宇的父亲在鼓励其
“考碗”时说：“自古以来，商
人在社会上的地位都比不上
当官的。”的确，官本位思想
在中国不是一日之弊，但一
百多年前，状元张謇等一批
人就弃官从商，因为他们意
识到，如果都争着做官，而没
人搞实业，国家是要完蛋的。
不过，在无权力者无尊严的
情况下，张謇的状元下海，终
究只会是少数人的激情救

国；浩宇的富翁“考碗”，恐怕
才是更多人的理性选择。尊
严和温饱一样，是生活的必
需品，有尊严的生活人人向
往。如果任由其和权力挂钩，
就是在逼着更多的年轻人走
向仕途。

富翁“考碗”是个黑色幽
默，幽默属于新闻本身，黑色
属于整个社会。这则新闻引
发的网络讨论中，有人说浩
宇偏执于“考碗”是“有病”，
其实，若说浩宇有病，病的名
字该叫“尊严缺乏症”，这实
在怨不得浩宇“官迷心窍”。

□余丰慧

近日，网友@AdRa1n在
微博发了一个房地产中介
的价目表，上面显示北京五
道口一套37平方米的学区
房售价高达350万元，折合
近10万元/平方米。(3月20日
新华网)

“北京五道口的房子10

万元/平方米”，这一消息彻

底击穿了多数人的心理防
线。不可否认，这一价格有
其“特殊性”，北京海淀区五
道口是著名高等学府密集
区，学区房价格攀到极高水
平确有其特殊原因，但我们
切不可把它当成一个极端
的个案看待，它说明，北京
等城市房价新一轮上涨已
是不争的事实。

房价的非理性上涨不

仅是一个影响百姓住有所
居的民生问题，而且已经在
酝酿巨大风险。当务之急
是，住建部、央行、银监会、
财政部等职能部门要尽快
将“国五条”细则落地，进入
执行阶段，使其尽快开花结
果。各地方政府应该尽快出
台具体实施办法，绝不能让
已经出台 2 0多天的“国五
条”细则被架空。

别把“房价破10万”当个案

□张枫逸

女孩没让座，遭到一名
老人揪头发殴打，另一群老
人则举牌号召为年轻人让
座。最近，发生在郑州的两
则关于“公交让座”的新闻，
引起社会各界热议。(3月20

日《大河报》)

这座位让还是不让、谁
给谁让，的确是一个问题，
让处于中间的人们倍感纠
结。此前，对于老人殴打没
让座的女孩，舆论一致站

到女孩这边；如今，老人反
过来给年轻人让座，2 0名
乘客却无一人理直气壮地
坐下。

诚然，让座可以成为公
交车上一道靓丽的风景，但
更应看到，在座位紧张的情
况下，无论怎么让来让去，
总有人要站着。从经济学角
度来看，呼吁乘客让座，只
是资源的重新分配，并不能
增加哪怕一个座位。事实
上，公交超载不仅仅是乘客
乘坐不舒适，还会增加驾驶

员操控和乘客紧急逃生的
难度，带来偷盗、性骚扰等
治安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倡
导让座就能解决的，而必须
跳出道德范畴，从完善城市
配套设施、提高公交运力等
层面破题。

破解让座难别总围着道德转

高富帅“考碗”是个黑色幽默
身家千万的高富帅还要不辞劳苦地“考碗”，属于比较反常的极端案例，但也透出了几分揭露世相的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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