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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抢气潮背后的民生焦虑

解决衙门习气需壮士断腕

浮光掠影

媒体观察

新闻聚焦

哄抢柑橘

抢购天然气背后的真问题值得深思。一方面，轻信传闻折射出公众对于涨价的焦
虑。同时，不相信官方声音说明价格调整的失范，严重透支了有关部门的公信力。有关
部门除了及时回应传闻，做好政策解释，更要从民生出发切实稳定物价，纾解公众焦
虑；完善听证制度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重塑公众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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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祝颐

不仅是山东，全国许多地方
都因为天然气涨价传闻出现了

“抢气潮”。尽管国家发改委和地
方物价部门纷纷辟谣，但是不少
人仍然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理继
续“抢气”，令人五味杂陈。

百姓盲目相信天然气涨价传
闻，无疑是天然气抢购风潮的重
要推手。相关部门及时辟谣，化解
谣言负面影响，平息抢购风波，无
疑很重要。但是，那么多人宁可相
信涨价传闻，也要排队抢购天然
气，值得思考。

对于富人来说，天然气涨价，
哪怕像传闻里所说的那样每立方
米涨1块钱，也不会有什么感觉。
可对普通百姓来讲，柴米油盐气

涨价，就是天大的事情。奢侈消费
他们可以不去奢望，但是基本的
衣食住行不能省略吧。他们不得
不以排队抢购囤积的方式来减轻
一点物价上涨的压力。而且天然
气表多有容量限制，百姓即使知
道了天然气涨价的确凿消息，除
了望涨兴叹以外，又能囤积多少
天然气用气量呢？在我看来，从抢
食盐，抢墓穴，到抢日化品，抢天
然气，百姓相信涨价传闻实际上
是一面民生镜子，照出了民生之
艰。

有一则“退休月光族”的报道
也颇能说明问题：在物价飞速上
涨，工资不涨的情况下，曾经为了
国家奉献出青春，坐等安享晚年的
退休职工尴尬地沦为了“月光族”。
没有安全感的生活让这群人想方

设法再就业。在我看来，无论抢购
风潮还是老人无奈再就业，实际上
都反映出民众的焦虑心态。

虽说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有了
一定程度的提高，CPI指数有所
回落，但是物价长期高位运行，不
少居民收入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
速度与物价涨幅，房价、教育、医
疗收费居高不下，自来水、天然
气、食用油、奶粉、日化用品涨价，
居民用电阶梯式改革……涨价风
潮此起彼伏，民众的消费信心不
断受到打击，民众对物价越来越
敏感，心理承受能力也越来越脆
弱。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刺激
民众脆弱的消费神经。民众对涨
价传言形成了条件反射式的焦虑
心理。

如何化解物价上涨压力，是

一道值得思索的民生考题。化解
物价与经济增长的矛盾，不仅需
要百姓开源节流，精打细算；而且
考验着政府的执政智慧。政府要
在落实市场价格监管，平抑居民
消费价格、降低民众通胀预期，保
证民生产品价格稳定方面下工
夫。而且政府应提高公共服务水
平，降低公共服务收费，逐步扩大
免费服务范围；完善对弱势群体
救助政策，把物价上涨给民众带
来的压力降到最低。

否则，这样的涨价谣言还会
漫天飞舞，百姓排队抢购的场面
还会重演。只有切实解决好衣食
住行医等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让普通百
姓分享发展与改革的成果，避免
涨价谣言刺激百姓神经。

我的一位同事每天接送孩
子上下学。每天接送的高峰时
间，学校附近都特别乱。学校门
口负责维持秩序的是一位农民
工，他对家长说的一段话让我的
同事深受震撼：“你们这些家长
如果都乱停车、乱占道、扔垃圾、
不排队，教育就失败了！学校教
孩子多少知识都没用！”

——— 宋英杰(主持人)

井盖夺命事件在多个城市
发生，白岩松在节目中质问：难
道一个井盖也需要总理来管这
件事吗？问得好！往再深一层说：
中央或者国务院的确管不了那
么多井盖或者类似的事儿，但管
得了管井盖类似事儿的层层官
员，一定要让撤职和任职一样成
为常态，谁该管没管就撤谁，永
不再用。

——— 王旭明(出版人)

新闻：卖名牌A货赚了29元
后被工商查了，被处以10万元罚
款；因逾期未缴纳罚款，又被追
加10万元罚款。日前，温州市瓯
海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侵犯
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案并作出
裁定，工商处罚具备执行效力，
准予执行。(新华网)

点评：不过要一视同仁才能
服众哟！

新闻：河南杞县责令限期参
加绝育手术的育龄妇女，在向各
乡、镇计生办交纳2000元至3000

元不等的绝育罚款后，以同样的
申请理由“患病”，顺利通过“不
能做绝育手术”的医学鉴定，进
而规避绝育手术。至今该县已为
千余人做假绝育鉴定，敛财数百
万元。(中国网)

点评：旁门左道造就生财有
道。

新闻：小吃店、早餐店、面食
店开始使用筷子消毒机，取代一
次性筷子。记者探访发现，一些
筷子消毒机里吐出的筷子上沾
了一层油，有的商家则直接把筷
子消毒机当成摆设。(青岛早报)

点评：难道非得要消费者手
抓饭吗？

新闻：来自四个不同地区的
官员称，宴请行为只不过转入地
下，而且排场更加奢侈。吉林一
家食品厂老板的住宅看似一座
朴实无华的农家院，却有着一流
的内部装修，还聘请当地顶级餐
厅的主厨。客人可以洗桑拿和淋
浴。(环球时报)

点评：知道见不得人，改成
地下工作了。

以前，人们常常以“门难进、
脸难看、事难办”来形容政府机关
的衙门习气，姑且称之为旧“三
难”；而今，又出了升级版的“三
难”——— 办事难落实、项目难落
地、问题难解决——— 旧“三难”，新

“三难”，难难不休、难上加难，多
少年过去了，干部作风与政府办
事效率，仿佛泥足深陷，令人扼腕
长叹。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政府
机构一直处于缓慢而连续的转型
之中，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
府，从权威型政府到责任型政府，
从低效政府到高效政府，从一个
纵横捭阖的“大政府”到一个审慎
节制的“小政府”，目标已经越发
的清晰。然而目前的政府转型却

犹如老牛拉破车，根本不能适应
急遽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其所造
成的巨大负面后果就是，本应领
导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政府机
关，却在无形中成了阻碍自身责
任有效发挥的最大敌人。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
国的经济社会领域早已日月换
新天，经济体量相比30年前膨胀
了20多倍，与此相适应，各种经
济社会问题纵横交错。显然，今
天的中国经济与社会，需要一个
比30年前更加强大而负责的政
府。否则，我们很难想象，政府将
如何去面对和处置每天扑面而
来的诸多纷繁芜杂的经济社会
矛盾？

形势倒逼着我们必须戮力建

设一个良治型政府。它必须极富
信仰与责任，拥有迅捷的行政品
格，公务员们无不兢兢业业，部门
之间接驳顺畅，行政链条无懈可
击，相关制度与法规高效运行，监
督机制如影随形，问责机制利剑
高悬。惟其如是，我们的政府才能
在崭新的时代不辜负其作为舵手
的职责。

无论在什么样的年代，有什
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经济、
社会与人民。今天，政府的品格已
经成了各个地区和城市之间展开
激烈角逐的核心竞争力指标之
一。毫无疑问，一个“三难”型的政
府，将严重掣肘本地区的经济社
会发展，损害本地区人民的福祉，
最终也将亲手对自己投下反对

票，把怠惰与无能的标签贴在自
己的门楣上。

办事难落实，政府公信力就
是风中之烛，承诺就是谎言；项
目难落地，经济就得不到发展，
人民福祉就得不到实现；问题难
解决，那问题就将层层加码，民
怨沸反盈天。现实之中，许多经
济社会事务和问题，今日复明
日，今年复明年，翻来覆去而久
拖不决，不仅人心丧尽，而且眼
睁睁看着发展机遇慢慢溜走，委
实令人心痛不已。

痛定思痛，是到了拿出壮士
断腕的决心解决“三难”问题的时
候了。敬畏权力伦理，提高政府效
能，我们必须只争朝夕地奋进。

(原载于《都市时报》)

@肖元良：载9吨柑橘货车高速
上侧翻遭哄抢。
@南航微学工：哄抢何时能停？

“低”的是素质还是收入？
@图广场：素质为什么低，穷是
根本因素，没有物质文明哪来的
精神文明？
@湖蓝色：这就是人性，无可厚
非。
@生命平等：根源不是他们素质
问题，是教育问题。
@严国才y：抢到的是柑橘，丢掉
的是素质。
@佳妮女人坊：素质教育不是喊
出来的。
@卢克唐纳德：人本身就有从众
心理，如果第一个影响他们的是
说帮助捡或者帮忙围起来别让
人抢，这新闻可能就变得很有爱
了。
@心在路上：贪小便宜终究是要
吃大亏的。

矿泉水瓶装茅台
新闻回放：据银行内部人士

介绍，现在通行的做法是，喝茅
台把商标先撕下来，更为隐秘的
办法则是，把茅台酒倒进矿泉水
瓶，同时严禁任何人拍照。如果
是在外面吃饭，要求服务员每次
进出必须把门关上。

《重庆时报》评：事实再次证
明，只要有张贪吃的嘴，没有吃不
到，只怕想不到。一方面，出现这
种种新招也不奇怪，中国这么大，
人的欲望惯性又那么强，什么事
都不可能一声令下，便一步到位，
良币驱除劣币的徐徐图之，就很
不错了。另一方面，这种变相对抗
的做法也不敢纵容，真要一个一
个不学好，严肃规定完全沦为摆
设，那些观望的人可能也会不再
犹豫，守廉阵线就会瓦解。

饭变馊了没法吃，事变馊了
也够呛。食堂里豪华宴请，茅台
倒进矿泉水瓶，真可谓“新瓶子
装旧酒”，像一出荒诞的喜剧。如
此苗头必须得打一打，不然火焰
会越来越高。

《现代快报》评：出现这样的
现象，可以说是在意料之中。禁止
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得民心，不
过人们还是担心其持续性不够。
有些人会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挖空心思搞花样。现在看来，人们
的担心不无道理。这样一种情况，
影响是很坏的，很好的一个规定，
就被暗度陈仓、挂羊头卖狗肉。如
果情况属实，应该严厉处置。有人

建议把好报销关，应该看到，在一
个单位，如果领导干部喜欢搞这
一套，其财务人员也很有可能是
其特意安排的。关键是要做好制
度设计，从根子上预防。真要重视
起来，还是有办法可防的。

《环球时报》评：以往中国的
餐饮、娱乐等高档消费，有一部
分就是官方不良作风在社会上
的接盘。它们虽然繁荣了经济，
但这部分繁荣与大众利益并非
促进关系，它是社会发展中的有
毒泡沫，越早挤掉它们，未来的
中国越健康。

腐败和浪费的需求与市场
经济的真谛背道而驰，因官方转
变作风而受到“殃及”的市场主
体需及时醒悟，坚决调整生意的
方向。以为转变作风只是“一阵
风”，试图咬咬牙挺过去，这是对
当前转变作风性质的误判，是与
国家建设廉政社会的决心对赌。
这只会导致商家自己越来越被
动，损失不断扩大。

《南方都市报》评：中央态度
极为严苛的“政策”，在地方多元

“对策”的应付之下，严肃性被消
磨殆尽。

当然，如果将视野放宽，公
款吃喝的问题已经不只是一个
政治问题，而开始与经济增长产
生联系。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
字，今年前两个月消费增速放
缓，有分析指出，“八项规定”等
政策的出台引发高档消费的狂
降乃原因之一。对此，主管经济
规划的发改委表示出了担忧，这
在客观上为地方上的“对策”提
供了一定的合法性，也表明，目
前官员公款吃喝本身已经嵌入
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肌理。

监督的灵魂在于“公开”，一

如李克强提出的，要建立公开、
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制度，要
以通俗的形式公开政府接待经
费。在公开这一步骤上，政府一
定要做到完整公布消费明细，并
将其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只
有有了制度性的措施，社会的监
督才能持久与之对接，才能实现
内外监督力量的整合。

《南方日报》评：一旦公务招待
经费以人们看得懂的形式公开，那
些变着法子挥霍公款的名目，那些
挖空心思的公款招待，便被套上了
制度的枷锁。公款消费置于人民的
监督之下，官员便不至于冒天下之
大不韪。让公众读懂政府的账本，
让监督的眼睛始终盯着政府的账
本，让政府账本始终保持对纳税人
的敬畏，不仅是将公共财政用在刀
刃上的理性之举，更是提升民本政
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公信力的
务实之策。在加强信息公开的同
时，还需强化预算机制的科学性，
并且建立健全问责机制，使公众能
读懂账本、监督账本，更有人对账
本负责，为挥霍公款“埋单”。

《成都商报》评：公款吃喝已
成过街老鼠，偷食国家财政、挥
霍纳税人血汗，侵蚀政府形象与
国民信心，社会对此有起码共
识：所有依附于权势的市场都不
是真实内需，这样的内需不科
学、不可持续、畸形低效且严重
损害社会公平正义。

希望这场"由奢入俭"的"寒
潮"永无止歇，干脆让高端餐饮
与白酒等"政策依附性"行业进
入长久的冰河纪。也许会暂时影
响部分发展数据，换来的却将是
整个经济发展与社会消费的健
康。输掉小部分高端餐饮，赢回
的却是公众对反腐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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