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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用更先进的生产方式铲除“毒药姜”

□本报评论员 赵丽

近日，农产品质量安全
问题又触痛公众神经。央视

《焦点访谈》5月4日曝光，潍
坊峡山区王家庄街道有农
户为灭虫使用“神农丹”剧
毒农药种生姜。5日，山东省
连夜派出工作组到现场督导
查处，潍坊相关部门也着手
对“神农丹”进行彻查和收
缴。

“毒药姜”曝光后，舆论

哗然。近些年来，农产品质量
安全事故不时见诸报端，这
次“毒药姜”事件又挑战了公
众的心理底线。

应当肯定，近些年来，国
家已把农产品质量安全放在
相当重要的位置，为此采取
了推进标准化生产、加大监
管等多项举措。虽然如此，目
前形势并不容乐观，非法添
加、滥用药物、残留超标等问
题仍时有发生。此类事件损
害了公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

的信任，甚至已严重影响到
社会的幸福感。

为何严加打击，类似事
件仍屡禁不止？这里面有某
些人道德滑坡的原因，也有
违法犯罪成本过低、监管不
力等原因。不过，如果更深一
步追问，则会发现更复杂的
根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
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
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
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困难
的局面并未有根本改变。目

前，国内农业生产多以家庭
为单位进行，规模化、专业
化、标准化水平滞后。据2012

年新华社报道，当时我国仅
有 8 . 2 %的农户参加农民合
作 组 织 。生 产 经 营 模 式 落
后，多数农民抵御风险的能
力很弱，一遇天灾人祸以及
剧烈价格波动就难以应对。
此外，目前我国农产品流通
体系尚不成熟，买贵卖难多
发，流通成本高企，造成农
民 实 际 受 惠 有 限 。客 观 地

说，这种利润较薄、收入不
稳定、生活水平低的实际情
况，无形中刺激了个别农户
为减少成本、增加收益铤而
走险。另一方面，当前农业
小、散、乱的经营模式，增加
了监管的难度和成本。对千
千万万个主体实现无缝隙监
管，在当前条件下并非易事，
这也给农产品安全问题留下
了“口子”。

针对“毒药姜”，潍坊加
大了监管力度，但是仅在监

管发力，恐怕也难以持久。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
出，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
制，稳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
度，并提出了多项举措。我
们希望国家和地方政府给
予农民更多扶持和引导，只
有农民做大做强了，才更有
基础和动力去保证农产品
质量，走上高品质——— 高收
益的良性循环。规模化生产
普及了，才能保障持续有效
的监管。

客观地说，利润较薄、收入不稳定、生活水平低的实际情况，无形中刺激了个别农户为减少成本、增加收
益铤而走险。只有农民做大做强了，才更有基础和动力去保证农产品质量。

捐款流向成谜是挥霍公众信任
眼下这个公益深入大众生活、人人都在为公益奉献的时代，要求公益捐款做到公开透明。沈阳红十字会

依然保持着因循守旧的机关作风，这显然是在挥霍公众的信任。

□本报评论员 崔滨

4月20日的芦山地震之
后，家住沈阳的百岁老人关
英汉，慷慨地拿出了自己的
10万元积蓄，委托沈阳红十
字会捐献给灾区。只是，两周
多时间过去了，各级红十字
会的网站上，都查询不到老
人捐款的任何信息，以至于
有 网 友 质 疑 这 是 一 场“ 炒
作”。直到5日，沈阳红十字会
负责人才向媒体表示，老人
的确捐了款，但目前全国红

十字会系统的捐款平台和信
息系统，无法分清每一笔捐
款的具体流向。

在财务审计都精确到分
的今天，一笔10万元之多的
捐款却去向成谜，沈阳红十
字会在捐款公开工作上的作
为，不仅一度让百岁老人关
英汉遭受质疑，更让无数爱
心人士失望。虽然关汉英老
人的“冤屈”最终得到了澄
清，但红会对捐赠资金的管
理方式却需要更多的改进。

按照沈阳红十字会负责

人的说法，“目前没有真正综
合性的平台，保证每笔资金
的信息全部录入”，但即便没
有专业财务知识的人也能找
到反例——— 眼下亿万网友都
在使用的支付宝，就能记录
每一笔购买支出的额度和消
费内容，甚至可以追溯十年
之中的详细花销，展现网友
的消费倾向。

同时，沈阳红十字会解
释的“我国还没有任何大型
慈善组织可以做到每笔捐款
全程公开”一说，也是站不住

脚的。2010年，福耀玻璃创始
人曹德旺委托中国扶贫基金
向 9万农户发放的 2亿元善
款，就做到了每笔流向都有
记录。

我们并非在针对沈阳红
十字会苛责刁难，而是眼下
这个公益深入大众生活、人
人都在为公益奉献的时代，
要求公益捐款做到公开透
明。红十字会这样既有官方
身份，又有诚信疑点的公益
机构，应该努力学会适应。

众所周知，经过“郭美美

事件”的打击，红十字会系统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
机，但在这次芦山地震中，红
十字系统还是募集到了6 . 3亿
元捐款，说明善良的民众愿
意给红会改过自新的机会，
能不能把握住就全看红会自
己的表现了。令人遗憾的是，
尽管技术上可以做到每笔捐
款流向清晰，但沈阳红十字
会依然保持着因循守旧的机
关作风，从心态上拖延甚至
拒绝向透明化转变，这显然
是在挥霍公众的信任。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
长赵白鸽曾表示，红十字会
的资金、人员均来源于百姓，
所以大家对其公开透明的要
求要紧迫得多，红十字会应
该顺应社会需求往正确的方
向走。既然明晰了公开透明
这个方向，那么红十字系统
就应该真正痛定思痛、锐意
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关英
汉老人这笔10万元捐款的流
向，理应作为这种转变的一
个例证，而不是又一次质疑
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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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清

位于湖北武汉市的武
昌职业学院借鉴美国西点
军校理念，开办“西点实验
班”，将每人每年给母校最低
1元捐款写进班规。该校学工
处负责人张新建表示，这样
做是希望能加强与学生联
系。(5月5日《长江日报》)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
社会，尚未走出校门的大学

生，已经成为“未来的校
友”，已经成为校友社会关
系网络上的一个节点。从表
象上看，“捐款班规”是为了
加强学生与母校的联系，汇
聚社会力量，促进教育发展；
实际上，“捐款班规”是一种
权力越位，是一种“自说自
话”的管理规定，背离了规
则的公平性和程序正义。

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当
学生们走出校园，能够激发

他们捐款意愿的，并不是
类似的“捐款班规”，而是
一种对母校教学质量、师
生互动状况、校园文化和
集体生活记忆的感恩和怀
念之情。就此而言，“捐款
班规”不仅脱离现实，也缺
乏社会基础，最终会在执行
实施上打折扣。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郭立场

“打了那么多年官司，
我们赢了两次，但还是不能
拿到这两块土地的权属。”4

月24日，广东湛江遂溪县北
坡镇架田令村架田令仔村
小组村民李养手拿法院判
决书说。尽管农民两次告赢
县政府，却面临执行难的尴
尬，村民只能感叹“告了也

白告”。有村民担心，他们的
维权其实已经陷入了一个
死循环。(5月5日《今晚报》)

在这宗案例中，执法不
力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
以自行。”法律的目的和宗
旨要通过执法来实现，法律
的权威也要通过执法者的
权威来体现。没有执法部门
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再好的

法律，也难以彰显其权威
性，难以起到规范社会秩序
的作用。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
弛则国乱。”农民两次告赢
县政府，却遭遇“执行难”，
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执法
部门的公信力。如果政府机
关尚且不能严格执行法律，
怎么能够要求广大公民、社
会团体严格遵守法律呢？

“告了也白告”让法律丢面子

只“问”不“责”是鼓励官员犯错
□江德斌

近年来，针对突发事件
之后的官员问责机制广受
关注。公众在称赞地方政府
积极回应、快速问责的同
时，也提出了新的质疑：针
对涉事官员的处罚是否真
的行之有效？(5月5日《中国
青年报》)

官员问责机制本是对
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的制

度，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
中 ，几 乎 沦 为 了 一 场 场

“秀”。问责时喊得很响，后
续调查却没了声音，舆论监
督常常遭遇冷处理。即便
有些官员在风头上被免职
了，很快也会复出。在一定
程度上，原本用于惩戒官
员的问责机制，成了一些
地方政府应对舆论的“花
招”。

官员问责机制应重在

“责”上，除了对问题官员及
时地“问”，更要认真追究其
责任，并将处理结果对外公
开，回应舆论质疑。在只

“问”不“责”的情况下，官员
问责机制形同虚设，舆论监
督的功能也大打折扣。更为
严重的是，如果追责只停留
在口头上，无疑给官员释放
了消极信号：违法乱纪的成
本其实很低，犯了错也不要
紧。

“捐款班规”难以维系校友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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