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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涨价当以民生为重

官场吃喝风催生讥讽民谣

浮光掠影

媒体观察

新闻聚焦

回乡建小学

天然气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价格的波动也牵动着老百姓的神经。据悉，4月
起，我国天然气价格将大幅度上涨。“气改”虽势在必行，但一定要把相关工作做得
完美无缺，让消费者口服心服，否则，就有可能“涨”得消费者一肚子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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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应海

据报道，从4月起，我国天然
气价格将进行大幅度上涨，各地
零售终端价格将达到3元-3 . 5元/

立方米区位，进而逼向4元大关。
不可否认，我国天然气价格

一直偏低，这不仅使生产企业长
期处于亏损之中，增加了财政贴
补负担，更严重影响到节能工作
的有效开展。所以，顺应市场需
求，对天然气价格进行改革，适当
提高销售价，就显得不可避免。

然而理是这个理，可站在消
费者的角度，天然气涨价势必要
引发牢骚，甚至强烈反对。原因很

简单，天然气一旦大幅涨价，无疑
会增加人们的生活必需成本，同
时还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
其他商品价格出现上涨。面对这
样的“连锁反应”，消费者怎能不
本能感到割肉般疼痛，继而作出
反应呢？

那怎么办呢？我认为，“气改”
势在必行，但一定要把相关工作
做得完美无缺，让消费者口服心
服，否则，就有可能“涨”得消费者
一肚子怨气。

一方面，要涨得明明白白。即
要把天然气的各种成本账亮出来，
用最通俗的计算方法演示给消费
者看，让公众认可提价方案。当然，

这个成本，不能由天然气生产企业
自说自话，而应经过科学而严格的
核查。同时，如果成本中存在“水
份”，譬如垄断福利、行业高薪、超
标招待费等，还应坚决挤掉。

另一方面，要涨得有人情味。
从目前披露的情况看，这轮“气
改”上调价格的幅度不会小。不
过，这对于绝大多数家庭而言，不
是不可以承受的，相当于一个月
多增加数十元的开支。可对于城
市低收入家庭而言，这却是一笔
不小的支出，甚至有可能影响到
这部分人的正常生活。所以，天然
气涨价可以，但一定要对城市特
困家庭给予补助，而不能视而不

见，搞一刀切，那样的话，会让人
心里很不好受。

最后，还要涨得有技术含量。
由于我国属于资源匮乏型国家，
节能工作应摆上重中之重，事实
上，这轮“气改”的一个重要目的
也正在于此。而要达到这一目的，
天然气价格改革就一定要有激励
机制，即通过价格杠杆鼓励和调
动人们节约能源的积极性。这方
面，完全可以向“阶梯电价”学习，
按户按人设定最低基数，在基数
内，给予价格优惠，超过部分，实
行阶梯价格。

这轮“气改”将顾及民意，真
的会这么做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下水道吃人
新闻回放：22日的暴雨夜，女

大学生杨丽君不慎落入长沙城区
一处下水道，随即被急流卷走，下
落不明。事发后，当地公安、消防、
卫生、市政、街道办事处等均派人
赶赴现场救援，媒体也将聚光灯
对准吞噬生命的洞口。

《人民日报》评：伤感、愤怒、
期望之余，我们还是应该冷静地
想一想几个老问题：为什么需要
那么多井盖？为什么需要那么多
部门来管井盖？为什么大雨就能
冲开井盖？表面上看，这是因为
九龙治水、管理部门推诿、防范
不够、整治不力，而根本的原因
恐怕还在于：城市规划不合理、
排水系统老旧。

抓住症结才能解决问题。但

长期以来，一些管理者习惯于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满足于应急之

策，而不愿去改变造成结果的真

正源头。

比如，地面井盖丢失，往往
忙于界定属于哪家单位，甚至不
惜动用地下管线专家“会诊”，却
没空想一想，为什么电力、电信、
煤气、自来水、热力等都要“各自
为井”；城市道路拥堵，车辆限
号、购车摇号本都属临时管控，
却逐渐习以为常，延缓了优化交

通规划、城市布局。

《京华时报》评：天灾也好、
人祸也罢，走在城市街头突然就
消失的景象，尽管千奇百怪令人
悲痛更让人叹世事无常，比如那
位被化粪池吞噬的济南天桥区6

岁女孩刘佳儒，坐在路边突然被
地陷卷入的哈尔滨8岁小玥彤和
姥姥金贞淑，走在大连街头地面
突然塌陷被蒸汽烫伤的刚拿到
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钱兆隆……
但总体上也只是小概率事件。

然而，就是这个小概率事
件，对于受害者来说却是百分之
百；哪怕它的发生只是千万分之
一，对于城市的所有市民来说这
个遇险的机会也是均等的。正因
此，一个哪怕只发生在一个人身
上的痛苦，都可能使这座城市的
所有人感到痛，使所有人产生安
全焦虑。

这才是一座城市所应该面
对和深思的问题。

《扬子晚报》评：这个井盖没
有经受住暴雨水灾等自然灾害
的考验，最终“擅离职守”，成为
女大学生不慎坠井的祸端。但我
们也都明白，真正擅离职守的其
实不是井盖，而是对这个井盖负
有管理责任的政府有关部门。从
这个角度来说，现在一万个人参
与的全城大搜救，不如当初一个
部门的尽职尽责。因为一万个人
的搜救，未必能够挽回女孩的生
命，但是一个部门的尽职尽责，
却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不管是地下水暴涨冲走了井
盖，还是地面上的水流太大太急冲
走了井盖，都或者说明井盖质量存
在问题，或者说明井盖年久失修，
无法抵御暴雨水灾的冲击。那么对
于这样的问题，负有管理责任的政
府部门，一是在日常的巡查工作中
应该有所觉察，争取早日发现，早
日消除这样的安全隐患；二是对于
即将到来的暴雨水灾对城市基础
设施的破坏性，应该有所预见，提
前就做好防范工作。有了这样的常
态管理和非常时期的重点监管，才
有可能发现问题，避免“女孩坠井”
悲剧的发生。

《上海商报》评：事发后对
于失事者的搜救，固然是政府
责任的一种承担，但一个城市
不应总是陷于被动的救援之
中，一个城市对于生命的态度
应是一种全链条的保障与呵
护。这不仅包括了事发后的搜
救，也包括事发前对下水道隐
患的排查，事发时抢救预案的
制订，自然也包括市政当局对于
事件的表态、回应与反思。不论
惨剧大小、损失多寡，我都不认
为这些要求是一种过分。但是自
始至终，除了无望的救援，我们
没听到来自相关部门的其他表
示。倒是事发后，媒体记者一直
无法拨通长沙市城管局相关负
责人的电话，倒是周六的例牌烟
花照旧绚烂。政府部门或许真
不是人们想象的麻木无情，但
是为什么它又总是一再体现出
某种不以为然的轻浮与漠然？

成功指示器，失败者：斤斤
计较，咒别人跌倒，没规划，没目
标，怨天尤人，爱记仇，拒绝分享
讯息，以为别人成功全靠自己，
自认无所不知，八卦。成功者：规
划人生，称赞别人，懂得感恩，神
情愉悦，希望别人成功，有责任
感，宽容，有待办事项的清单，不
断的学习。你要当哪种人？你做
了几项？

——— 林志颖(演员)

曹操夫人卞皇后山东临沭
人，刘备夫人糜夫人山东临沭
人，孙权夫人王夫人山东临沭
人，司马昭夫人王夫人山东郯城
人。整个三国就是一群山东女婿
在打架……

——— 杨樾(媒体人)

新闻：一纸借据，让谢汝忠
从黑发人熬成白发人。这位广西
南宁市横县陶圩镇荔枝村的农
民想不到，自己1999年借给陶圩
镇政府和财政所的20多万元钱，
至今仍要不回来。讨了14年账，
讨回了镇政府的一堆公章印。
(人民日报)

点评：倘若讨回借款日，家
祭无忘告乃翁。

新闻：刘国梁、章子怡、范冰
冰……在今年的江苏省录用公
务员笔试报考中，出现了这些明
星的名字。南京市公务员局通
报，这都是一些人制造出来的闹
剧。其中最恶劣的是，为了减少
考试竞争对手，居然编造和冒用
他人身份信息，恶意多次注册报
名，造成某职位报考人数爆满的
假象以吓退其他考生。(现代快
报)

点评：真是低估了大家考公
的勇气。

新闻：消息称国内天然气价
格从4月起将进行大幅度上涨，
各地零售价将达3元-3 . 5元/立
方米。媒体称，两会前天然气价
格调整的方案已报请国务院批
准。此次调整后有15个城市门站
价达到或超过3 . 1元。研究报告
称，平均提价将在0 . 6元-0 . 8元/

立方米，考虑其他因素涨幅可能
达1元。(人民网)

点评：涨价很正常，不涨才
奇怪呢！

新闻：近日四川眉山市彭山
县南河河道出现上千只被抛弃
的死鸭，经过消毒，死鸭被统一
运到一个3米深的坑中做了无害
化处理，但当时没有查清鸭子的
死因。经过现场勘查，初步认定
对当地人畜饮水不会带来危害。
(大河报)

点评：别怕，专家说了如游
泳池里有几只死苍蝇。

民谣，往往在某种程度上表
达着人民群众的心声。这里有对
光明的颂扬，更常常蕴含着对社
会阴暗面的鞭挞。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官府一次宴，百姓一年汗”。这是
在封建社会，进步诗人和劳苦人
民讽喻封建贵族和贪官污吏挥霍
无度、吃喝玩乐所流传的“歌谣”。

如今，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
的国度里，绝大多数的为官者都
能修身洁行，以俭养德。对此，群
众有口皆碑。然而，“嘴馋胃大，嗜
吃贪杯”者，却也不乏其人。因此，
有时群众为其编上几句妙言趣语
之类的“顺口溜”和“吃喝谣”也就
在所难免了。

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
年自然灾害”时期，少数基层干部
把群众生命当儿戏，私下克扣党
和政府下发给灾民的扶贫款和救
济粮来吃吃喝喝。当时，群众气

道：“人平吃半斤(指每日人平均口
粮)，饿不倒社主任，人平吃四两，
饿不倒大队长”；“干部酒肉穿肠，
社员肚里断粮”。

20世纪80年代，吃喝风开始
盛行。有些干部，“嘴上没油，往下
转悠”，名为工作督查，实则到处
吃喝。群众诙谐地说：“干部下乡，
公鸡遭殃”；“小车一响，乡长心
慌”。慌什么？因为大凡来者，他们
的“代号”不少是7829(七八两酒)。

最近10多年来，吃喝风又有了
新的特点，少数干部动用公款，巧
立名目，大吃大喝。于是乎，“东西
南北中，无处不吃公”；“要想解解
馋，组织检查团”；“要想换口味，多
开各种会”……此情此景，群众心
疼地说：“村干部一年‘喝’头大水
牛，乡干部一年‘喝’台大铁牛，县
干部一年‘喝’座小洋楼……”

时下，公款吃喝风简直到了
愈演愈烈的“发疯”地步。你瞧：一

项工程竣工要喝，一个产品获奖
要喝；一个经营部门开张要喝，一
个单位解散要喝；一个干部提升
要喝，一个干部调出或调入还要
喝……毫不夸张地说，有些干部
几乎一日三餐都是在吆三喝四的
酗酒声中度过的。于是，一则新的

“吃喝谣”又在民间流传开了：“革
命小酒天天醉，喝红了眼睛喝坏
了胃，喝得单位没经费……”

“吃喝风，影响坏，人民怨，党
风败”。听到这许许多多耐人寻味
的“吃喝谣”，着实令人忧愤不已。
这张“早吃晚也吃，有客陪着吃，
无客自己吃，有钱大胆吃，没钱赊
着吃”的贪婪大嘴，就像一个又黑
又大的“无底洞”，它既吞噬了国
家大量的资财，又败坏了我党艰
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有道是：“为官一任，造福一
方”。我国地少人多，经济落后，

“家底”贫乏，迄今，全国仍有1 . 5

亿人口没有摆脱贫困，在适龄入
学儿童中，每年因家庭贫困而失
学的有100多万人。此外，这些年
来，水灾、旱灾、冰灾和震灾不断
发生，一些灾民处境十分艰难。作
为为官者，理当与民“有盐同咸，
无盐同淡”；改善民生，勤俭持家。
岂能“一朝权在手，便把钱财花，
不吃白不吃，不喝白不喝”？

“舌尖上的浪费”，“餐桌上的
腐败”，广大民众深恶痛绝。继党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习近平
总书记又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严
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坚决杜绝
公款浪费现象”。党中央的决策，
深得党心，顺乎民意、举国同应。

民谚源于生活，歌谣折射民心。
期望在“构建节约型社会”和倡扬清
廉新风中，广大党员干部率先垂范，
身体力行，带头狠刹“吃喝风”；更愿
听到群众赞扬公仆的“清正曲”和

“廉洁歌”。(原载于《学习时报》)

@央视新闻：90后大学生郭召
旭，大一至今，靠打工和收废品
等募集到 7万元，修建希望小
学。
@冉冉精灵：这是我们学习的榜
样，贵在做善事的这份心意！
@LG阿木：有些人应该感到羞
愧。
@霹小雳先生：我看到更多的
是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失职。
@卓凡：能做到这样真的太不容
易了。
@梦想家HOGA：同样是90后，看
到后觉得真惭愧。
@ashes：这不都是政府应该做
的事吗？

@昭君出塞1976：是我们普通
人学习的好榜样，更是领导干
部学习的实践榜样。
@青媒素：精神固然可佳，政府
明显缺位。
@王静波：每个人献出自己的一
点小爱，成就一份巨大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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