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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公众对“15元盒饭可断供”的担忧

葛一家之言

企业被迫公开检讨

是非税负担的注脚
近日，贵阳某晚报的版面

上出现了多篇“检讨书”引发
关注，内容均为企业向政府部
门检讨其在工程中出现了安
全隐患。根据“检讨书”抬头，
登报企业多是向贵阳市观山
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检
讨。对此，该局表示，这样做是
为了促进企业完善安全管理
制度，并非处罚。

企业在安全生产管理上
存在问题，相关监管部门依法
依规进行处理即可，这是常
识。要求企业登报向政府部门
道歉、写检讨，并不在法律所
框定的处罚、管理手段之列，
明显构成了法外要求。一方
面，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了行
政处罚的种类，“登报检讨”不
在其中；另一方面，正如有律
师所指出的，企业法人和自然
人同样拥有名誉权和隐私权，
如果其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不
是法律规定必须公开的内容，
则不能随意公开。

按照观山湖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的说法，要
求企业登报检讨，只是为了提
醒企业尽快消除安全隐患，使
管理更加规范，不算是处罚措
施。登报检讨道歉是不是处
罚，企业的切身感受恐怕最有
说服力。何况既然法律未赋予
政府部门可以要求企业登报
向自己作检讨的权力，该要求
就毫无正当性可言。

近期，企业的负担问题成
为社会讨论的热点。这次的企
业登报检讨一事，算是为此提
供了一个注脚。当管理部门能
够动辄向企业下达法律规定
之外的要求，无异于对企业制
造了一种非税收负担。登报检
讨所花费的经济成本倒在其
次，企业对政府管理部门的行
为方式、管理尺度，无法从现有
法律中获得基本的预期，才是
最大的隐形负担所在。这也是
人们衡量一个市场的经济环
境是否真正健康的重要标志。

切勿忽视这类法外管理
创新的危害性。随意性地以脑
洞大开的“创新”来对社会加
以无法律授权的管理、要求，
无意中暴露了公权力部门凌
驾于个人与企业之上的权力
认知，它对应的，依然是权力
凌驾于权利之上的现实图景。
这也是当前权力滥用问题与
社会管理失序的核心症结所
在。 （摘自光明网）

□乔杉

铁路餐饮服务“15元盒饭
不断供”政策，近日悄然发生
变化，记者从铁路客服12306
处获悉，今年1月1日起，这一
规定已停止执行。中国铁路总
公司运输局营运部副主任黄
欣回应称，铁路方面“目前不
再针对某个单一餐食品种做
硬性规定，而是要求针对多样
化需求为旅客提供高、中、低
档不同饮食产品”。

“15元盒饭不断供”的规
定，来自两年前。2015年1月1日
开始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服
务质量规范》明确规定，要做到

“2元预包装饮用水和15元盒饭
不断供”。刚刚进入第三个年
头，消息传来这一规定取消了，
怎不让人大失所望。

铁路部门可能认为，这有
什么担心的？据了解，“除了15
元盒饭，高铁上还供应25元、

45元及10元以下的食品，旅客
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
价位的盒饭。”消息还称，全国
铁路对高铁餐食的研发已经
有400多个品种，在铁路上供
应的餐食，不但有10元以上
的，还有很多10元以下的，比
如饺子、包子、面包等各种餐
食供应。

看到这一解释，旅客似乎
不必为吃不起盒饭而担心，但
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在这方面，铁路是有传统
的。在去年的时候，就有不少
旅客反映，在高铁上买不到15
元的盒饭，甚至有个别列车把
15元盒饭藏在一边，没人问起
就不卖。这种小伎俩简直让人
哭笑不得，了解真相后更让人
看不起。后来铁总重申“不断
供”，这才让问题得到了解决。

殷鉴不远，来者可追。对
于曾经的一幕，相信大家都不
健忘。有着这样的先例在前，
不能不让人担心，虽说铁路方
面表态会提供很多10元以下
的食品，“旅客可根据自己的

需要选择不同价位的盒饭”，
但是，万一有些列车再次玩以
前的伎俩，把便宜食品藏起
来，或者解释卖完了呢？特别
是15元盒饭，既然取消了“不
断供”，列车上会不会只提供
很少的1 5元盒饭，从而导致

“卖完了”成为常态，而大家只
能买高价食品？

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是很
大的。这里，不是公众不相信
铁路，而是铁路方面以前的一
些做法，已经让公众伤透了
心。在这一背景下，公众自然
会对15元盒饭断供表示深深
的担忧。对于铁路方面来说，
应该正视公众的这一担忧，拿
出过硬办法，保证“旅客可根
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价位
的盒饭”。就目前而言，在公众
看来，保证的最好办法就是像
过去一样，重申“高铁15元盒
饭不断供”。

铁路不是纯粹的市场，有
着一定的公共产品属性。这些
年来，铁路在服务民生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当初明确“不断

供”，就体现了这一点，也得到
了舆论满满的点赞。铁路部门
需要算大账，算民心账，算长远
账。看起来15元盒饭的价格不
高，没有暴利，可铁路的公共属
性本身就决定了不应该走暴利
路线。而且15元盒饭薄利多销，
累积起来也有不少利润。尤其
重要的是，即便铁路卖高价食
品多赚了一点钱，相对于民心
收益又算什么？想想铁路部门
当年花1850万元拍形象宣传片，
真不理解，为什么要放弃15元
盒饭映射的良好形象？

铁路部门要正视公众对15
元盒饭的担忧，其实，问题的核
心并不在于有没有“高铁15元
盒饭不断供”的规定，而在于能
不能保证“旅客可根据自己的
需要选择不同价位的盒饭”。如
果不能保证，那就只能重申“不
断供”的规定。站在服务民生的
角度，取消“15元盒饭不断供”
的规定确实是开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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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温暖谎言”，最稳固的“社会保险”

□李英锋

有人丢了辛苦钱，好心人
凑钱假装捡到送还，这种影
视剧中才会出现的场景，在
山 东 滨 州 无 棣 县 真 实 上 演
了，给这个寒冷的冬天带来
了浓浓暖意。

齐鲁晚报近日报道，70岁
的无棣环卫工人程延新在回家
路上丢失了自己辛苦工作三个
月挣来的工资3360元。在好心
市民把这件事转发到朋友圈
后，迅速引发了网友关注，有网

友甚至自己凑好钱后，假装捡
到了老人的工资，“送还”老人。

程延新年事已高，收入微
薄，一个月的工资才1100元，
3360元正好是他辛辛苦苦忙
活了一个冬天的全部收入，
可以说，丢了钱的程延新是
不幸的。而网友在知道了程
延新丢钱的遭遇后，凑足了
丢的钱数，并细心地“伪造”
了程延新装钱的信封，以“捡
到”的名义“归还”了程延新。
程延新不仅“找”回了丢失的
钱，还收获了浓浓的爱心，收
获了温暖，在精神上得到慰藉，
无疑，他又是非常幸运的。

把“还钱”网友的谎言称为

“最温暖谎言”，非常贴切。数九
寒冬，“最温暖谎言”无异于雪
中送炭，帮程延新弥补了丢钱
的损失，渡过了难关，也向每个
人的心里都投射了一缕阳光，
让人们的心热热乎乎。社会需
要抱团取暖，需要相互关心、相
互扶助，弱势群体、遇到困难的
人更需要他人的帮助，可以说，
对待弱势群体、遇困者的态度
代表着社会的德行和温度，代
表着社会的文明程度。程延新
丢钱后，有知情者将丢钱的情
况发到了朋友圈，引来了大量
网友关注，很多网友打电话核
实情况，除了一些网友假装捡
到钱献出爱心，还有一些网友

直接向程延新捐了钱。网友的
爱心见证了人间真情，释放了
正能量，展示了社会责任感，展
示了慈善的底蕴，验证了社会
的温度，让人们感觉欣慰、踏
实，向人们传递了携手前行的
信心、希望和力量。

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写道：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社会上
生存，谁都可能遇到困难，即便
你现在没遇到困难，在将来也
可能遇到困难；即便你没有遇
到诸如贫穷、生病、丢钱之类的
困难，也可能会遇到其他困难，
你对待他人困难时的态度和行
动又会汇集成社会的集体态度
和行动，并反过来反射成为当

你遇到困难时其他人对你的态
度和行动。可以说，你对他人的
冷漠就是对自己的冷漠，对他
人的逃避就是对自己的逃避，
对他人的爱心就是对自己的爱
心，对他人的帮助就是对自己
的帮助。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心和
扶助其实也是一种“社会保
险”，人们的每一次伸手助人、
每一次献爱心，都是在缴“保
费”，“参保”的人越多，缴的

“保费”越多，“社会保险”的
运营就越稳定，保障力就越
强，人们的受益就越大。所以，
为了他人，也为了自己，让我们
踊跃“参保”吧！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李劭强

近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
言人赵辰昕在月度例行宏观
数据发布会上表示，近期印发
的多项涉及生态文明指标的
考核，对生态环境质量等体现
人民获得感的指标赋予很高
的分值和权重。具体而言，人
均GDP增速权重仅占1 . 83%，
但是单位GDP能耗权重达到
2 . 75%；PM2 . 5指标达标权重
占2 . 75%，地级及以上城市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权重为
2 . 75%；地表水劣五类水体比
例、森林覆盖率等权重也为
2 . 75%。(1月15日《第一财经日
报》)

在评价指标中增加环境
权重的考量，并不是什么新鲜
创举。之前，就有绿色GDP的
概念，尽管其具体制度设计与
此次生态文明指标的考核有
所不同，属于在GDP的增长中
减去环境受损的成本，但是其

根本宗旨和基本诉求是一致
的。遗憾的是，绿色GDP的设
想似乎没有在现实中生效，人
们的感受是：经济的确在快速
增长，但是环境也确实在不断
恶化。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央
推出了生态文明指标的考核，
并将环境权重加大，超过对
GDP增长的强调。无疑，这是
一种导向——— 在发展经济的
同时，不能忽视对环境的保
护，不能再陷入先发展再治理
的困境。对于地方官员来说，
导向就是其努力的方向，当
GDP成为主要甚至唯一指标
时，他们必然产生不可抑制的
GDP崇拜；而当生态文明的各
项指标直接影响其政绩时，对
环境的重视必然成为现实选
择。这就是顶层设计的意义和
政策导向的价值。

当然，这种理念的转变有
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所
谓被动，是因为导向变了，为
了紧跟导向，必须对发展的理
念做出适时的调整。所谓主
动，就是真正理解导向转变的

深层背景和深刻内涵，从内心
深处意识到环境其实也是一
种竞争力。以往，无论是在官
员的评价中，还是市场的比较
中，都存在着关于竞争力的刻
板成见——— 竞争力就是经济
竞争力。我们在城市排名时，
习惯以GDP的总量做指标；在
评价官员时，喜欢以推动地方
经济跨越式发展作为视角。在
强调经济发展的阶段，人们形
成了经济竞争力的固定印象。

事实上，经济与人皆不能
独立存在，环境是经济和人们
存活的母体。而且，在关于城
市的发展指标中，环境是决定
城市生活质量的真正“短板”，
即便一个城市的经济再发达，
其他的综合指标再高，也无法
掩盖环境的“短板”。如果任由
这样的问题恶化，则用脚作出
投票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毕
竟，环境关系着人们的健康，
与健康相比，其他所谓的精彩
不过是过眼云烟。

即便是从经济发展的角
度，对环境的保护也可以促进
产业的转型与塑型。在可持续

发展理论中，不问具体环境肆
意发展经济的莽撞做法是无
法持久的，必然给地方的经济
常态化发展造成长久的损害。
对于地方来说，只有根据实际
情况、结合环境特点进行科学
规划，经济发展的模式才能健
康，经济发展的态势才能迅
猛，人们才能真正于经济发展
之中体验到获得感、幸福感。
所以，应该认识到，强调环境
权重并非对经济的遏制，而是
对经济的一种良性促进。

环境也是竞争力，在现阶
段，这应该成为一个新共识。
此前，绿色GDP之所以未能成
为真正的评价指标，原因并非
在于统计方法之难、统计数据
之繁杂，而在于人们的观念还
未改变，制度的设计还未刚性
化。现在，当生态文明考核指
标已经超过GDP增长指标时，
应强调制度的刚性及考核的
严肃，在制度的顶层设计之
下，培育环境竞争力的新常
识，从而改变地方官员发展经
济的旧思维，实现经济发展和
环境保护的双向突破。

把环境当竞争力，从被动考核到主动选择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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