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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不断地发生伤害
公共利益的事件，一批官员被追究责任，高到部
级，低到县处级，总计涉及几十名官员，问责风暴
之语由此而生。

深感自身处于弱势的群众，无不认为这样的
风暴是大快人心的。笔者要问的是，风暴之后我
们该做什么？

倘若追溯历史，我国一向不缺乏运动型治
理。而现如今，先后有“审计风暴、环保风暴、问
责风暴”相继登陆，再加上媒体的配合，真是吊足
了胃口、吸引够了眼球，大快了民心。

可是，曾处在暴风眼的那些人、那些事，现
在怎么样了，问题解决了吗，有没有随后的机制
修补，治理后的信息公布及时吗，效果如何等，我
们无从知晓，更不再关心了，我们其实不会“跟踪
问责”，只是一起凑热闹式的喊打而已！

笔者认为，我们要警惕民众对运动型治国的
狂欢，这样的狂欢体现的是弱势群体自身的情绪
宣泄，一时的快感并不能换来真正的长治久安，
一起凑热闹式的喊打也并不能换来善治理念。

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一方面，在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上，媒体的
监督与群众的问责，不能打“游击战”而是要打

“阵地战”，目的是促使事件的根本解决。我们要
追问背后的漏洞、追问弥补的机制、追问解决问
题的举措、追问措施之后的效果，追问如何避免
类似事件的再发生。

另一方面，政府应遵循善治的治理理念。政
府的问责应是常态化、法制化。在涉及重大公共
利益事件时，应当有司法部门的果断介入和代表
公民权利的人大的问责。体现善治理念的政府
治理应该是双向的。上级对下级的问责，体现的
是权力的意志；民众对官员的问责，体现的是民
权的意志。如果只有权力的意志，就会使官员失
去对民权的敬畏。

21日，武汉市政府常务会议重点研究部署食品安全监管工程，为让市民吃得更安全，武汉将在一
个月内起草《武汉市食品安全工作实施条例》，拟建立健全食品生产企业质量档案和食品监管信用档
案，实行“一次违法，终身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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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
由日本米老板自杀看个

别造假者脸皮之厚
话题：一名日本老板，因为把受污染的工

业用米倒卖到食用市场，东窗事发，一根绳子
上吊死了。

观点：这么多年来，绝大多数人为制造的
食品安全问题，都是针对自家老百姓的，甚至
有的人丧心病狂地把毒大米、毒酒、毒鸭蛋、
香精兑的饮料、药物含量偏高的鱼肉，卖给自
己的亲友。似乎所有的造假者，所有把有毒
有害食品推向市场的人，都有一副厚脸皮，厚
到刀枪不入铁布衫金钟罩的境地。

更进一步想，其实不仅是造假者如此，其
他人也好不了多少。在自己家乡为官的官
员，为了一点回扣或者GDP，把污染企业引进
家乡，或者放任矿主在自己家乡滥采滥挖，挖
得水干树枯，乡亲没法活，好像也没有什么人
感到羞愧。大学变相卖文凭，明知道给不了
人家任何学问，却一面给有权有钱者送硕士
博士学位，一面向社会兜售函授文凭。

这样的造假文化，这样的造假坑人甚至
坑了熟人都毫不羞耻的文化，实际上比那些
毒大米、毒奶粉还可怕。

重庆时报
中国何时真正走进加薪时代

话题：日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李扬表示，我国工资进入上升区间，未来工资
将持续上涨。

观点：遗憾的是，有调查显示，多数公众对
加薪没有感觉。这表明只有部分人率先走进“加
薪时代”，而持续加薪对大部分人还是梦想。

一个国家是否进入“加薪时代”，要看是
否所有人都能共享改革成果。但现实是，真
正进入“加薪时代”的是部分公务员和某些垄
断行业员工。

就现实而言，我们要想迈入全民“加薪时
代”，还面临很多问题。首先，国际国内经济
形势不利于加薪，因此，预言加薪要看国内外
经济形势。何时走进“加薪时代”，要看世界
经济何时走出困境。再者，“加薪时代”需要
制度护航。如果制度不完善，就可能存在一
线职工工资偏低、工资增长缓慢甚至遭遇欠
薪的情况，也就谈不上走进“加薪时代”了。

给不法分子“赎罪”机会
是对大众健康的不负责任

中国人有讲究宽容的传统，企业发生一次质
量问题，对其严肃处理“以观后效”，给其一个改过
自新的机会，也合乎“治病救人”原则。如此“一棍
子打死”，食品生产企业岂不是永无赎罪之日？

但也应该看到，食品不同于其他产品，其质量
如何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的安全。

一些无良厂商和不法分子为了自身经济利
益，在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甚至有毒有害食品的时
候，早已放弃了职业道德和做人的底线，事实上与
投毒毫无二致。给他们一个“整改”的机会不让其
退市，无疑是对人民群众健康的不负责任。程桂香

今年4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向社会
全文公布《食品安全法草案》，向社会广泛征求意
见。草案规定了较为严厉的处罚措施，主要是：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
的，没收其从事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食品原料
等物品，处以最高多达货值金额20倍的罚款，吊
销其许可证。

从国外对食品企业违法的处理来看，在法国，
凡是生产问题食品的企业将被罚到倾家荡产的境
地；在美国建立较为发达的监管体系，提高食品生
产企业进入的门槛，据了解，全美允许生产婴儿奶
粉的制造企业仅5家。

要保障食品的安全，对食品生产企业一方面要
提高行业进入标准，另一方面要建立更为苛刻的法
律制度。实行“一次违法，终身退市”式的“一次性
死亡”，这种“他律”更能使食品生产企业切实“自
律”，牢记“食品安全”这根企业生存的生命线，从而
更严格地对生产的各个环节高度重视。

固然，“一次性死亡”对于食品生产企业确实残
酷，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对“问题食品”生产企业
的仁慈和宽容，只能招致更多的悲剧不断上演。

笔者认为，食品企业“一次性死亡”应当写进法
律文本。食品企业“一次性死亡”值得期待。

闻之

食品企业“见光死”值得期待

马上评论

人才市场上早就存在一种
怪圈：用人单位总是抱怨应聘
者缺乏工作经验；而应聘者，特
别是一些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
业生，又抱怨很少有单位愿意
提供见习的机会。

现在好了，郑州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
导办公室确定 25 家企事业单位，作为第一批
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由政府和企事
业联合掏钱让大学生学本事，也就是说，给这
些需要就业者提供一个见习的机会，以利于
他们在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后能顺利地走上
工作岗位。

此举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因为在我们这个
人口大国，在就业形势并不乐观的今天，多一个人
就业，就会多一分社会和谐。

应该说，市场经济搞了这么长时间，早已深入
人心。大学生毕业后之所以还需要见习，或说一

些单位嫌弃他们没有“工作经验”，说起来，还是源
于我们的教学改革有些滞后，大学生的“见习期”
原本应在走出校门之前完成。

近年来出现一定的大学生就业难，说到底，
还是高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出现错位的结
果。由于高校一些专业设置不合理，缺乏前瞻
性，热衷于一窝蜂，导致出现大学生供给与需求
的矛盾。此外，有些大学不仅专业设置与市场
需求错位，专业改造步伐缓慢，而且就业指导体
系也不够健全，对人才市场的研究不够，指导就
业缺乏针对性。

还在几年前，就有专家提醒：市场明明需要
“包子”，高校提供的却是“蛋糕”。既然高校生产
的“产品”不是市场所需要的，这“产品”又怎么会
好“销”呢？说到这里，内地大学倒是应该向我们
的香港大学学一学。据我所知，那里的本科生一
毕业，就能比较顺利地走上工作岗位。这并没有
什么秘诀，而是他们在学校除了一些必要的学习
课程，就是围着社会需要转：老师围着社会需要
教，学生围着社会需要学，而且在毕业之前，通过
不断地见习，就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这样，
毕业之后，自然也就不愁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单位
了。 新闻见本报今日A14版

与智者一起思考与智者一起思考

速读时代的
精神大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