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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前生产的奶制品全部下架

深化医改别忘先解决看病贵
□首席评论员 闵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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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晨报
谨防伸向农地改革的利益之手
话题：农地制度的改革有两大关键点：一是

农地承包权从30年不变改为“长久不变”；二是“把
政府强制性的征地权限于公共利益的范围”。

观点：事关农民和农村改革的问题，同时
也是一个多重利益交织的重点。其中，尤以农
地改革为最。此时，尤其要警惕一些地方利益
集团，像过去随意剥夺城市居民权益那样(最典
型的例子是“暴力拆迁”)，以各种名义剥夺改革
释放给农民的权益，使得改革成果化为泡影。

在农地改革环节中，利益最集中之处，莫
过于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权，以及农地可以转
为城市建设用地的环节。现在，由于房地产市
场的过度低迷，房地产商已集体进入最后的政
府游说阶段，这些事实上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
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也一定会在农村建设
用地流转和农地转用的环节上挖空心思，阻碍
农民集体和个人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
农村集体此前谋求收益的“小产权房”不能合
法化的主要原因所在。

上海商报
购房补贴最后又流到开发商那里

话题：南京市购房补贴本周一正式发放
了。据报道，此前西安和江苏宿迁等地也推
出或实行了类似的购房补贴政策。

观点：购房补贴就其资金最后流向来说，
补贴的虽然是购房者，但其实更多地流向了开
发商。而开发商更不是公众钱财的补贴对象。
前几年房价疯涨，开发商猛赚，而一旦楼市不景
气，开发商却仍然保赚不亏。天下没有这个理，
市场经济范畴内也不应该有这等好事。

严究问责才能让奶品度过冰川期
□周明华

笔者注意到，国家六部门这次使用的是
“必须”“立即”“全部”“封存”等词语，这足见国
家部委于此的究责态度已空前坚决。

于此节骨眼，乳品行业自救的每一个动
作，即便看起来柔弱而激不起大波澜，但终究
比被动自蹈死地而智慧得多；而各级食品监管
部门应切实充满危机感，立即行动，“盯”住产
品生产整个过程不放。

所以，在百姓不知该放心吃什么的今天，
在奶粉和液态奶的市场信任度剧烈下跌的形
势下，有关立法部门应尽快启动食品安全专门

立法程序，争取首先从法律制度的层面上去扎
紧篱笆。毫不手软地严究问责这起食品安全
事件中的所有责任人，整合公共监管力量，荡
涤食品生产与监管环节上的疲软作风，从而让
中国奶品尽快度过冰川期。

应及时告知紧急下架的缘由
□陈霞

六部门此时的这项十万火急的行动，很容
易让人产生联想，很容易让人对国内各大品牌奶
粉液态奶的安全再次增加“不放心感”。但是，长
期留意新闻的人会发现，10月11日六部门下发
的这道“下架紧急通知”，只不过是一项常规性通
知或者动作，因为在10月8日国家公布了我国乳
制品及含乳食品中三聚氰胺临时管理限量值，由
于这个限量值是新的。

然而，从国内14日各大主流媒体的报道
来看，以上这个简单原因有关部门没有给予任
何说明或者解释，而新闻媒体是根据事实进行
报道，主管部门不给予解释或者说明，媒体自
然只能就事论事地报道，不能编造以上“原
因”。问题也就在这里，由于有关部门没有及
时地通过媒体等予以解释9月14日前生产的
奶粉和液态奶立即全部下架的原因，就很容易
让消费者产生误会。要知道，这是一个快节奏

社会，不是所有人天天都有充足时间去阅读新
闻，并将前后的新闻加以“关联性地通盘思
考”，主管部门不解释，读者自然就容易孤立地
看待和思考六部门的又一次“紧急行动”。

食品行业还有哪些“潜规则”
□王寿斌

商务部等六部门要求全面清理检查所有
厂家9月14日前生产的奶粉和液态奶，这是件
难得的好事，充分体现了国家政府部门对老百
姓生命的重视和尊重。然而，它也从另一个侧
面反映了国家对奶制品行业的深度担忧，但从中
我们似乎更能感受到大家对我国食品行业“潜
规则”的无比担忧。

在2008年重庆消费安全放心城市高峰论
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
所长兼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刘俊海，披露了
社会上早就存在的一个公开的秘密，许多企业
家不敢吃自己生产的东西（重庆晚报，9月25
日）。 这就是食品行业的“潜规则”。

回顾最近几年国内媒体陆续报道的食品
安全事件，我们至今仍然无法忘记苏丹红、瘦
肉精等带给我们的危害和恐惧。千奇百怪的
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发生，人们禁人住要问：究
竟还有哪些食品存在行业“潜规则”？

“深化医改”这个词在媒
体上早就出现了。自从人们
感觉看病难、看病贵，社会上
就不乏有人呼吁，希望政府能
加快深化医改的步伐。然而，
大约也是因有种种难处，呼吁

多年，医改实际迈出的步子一直不大。对此，
群众颇有意见，这也是很正常的。

深化医改既然是大势所趋，更是人民的迫
切要求，也就成为必然。国家发改委近日就深
化医改发布公告，向各界人士公开征求意见，这
就让普通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在解决“看病难、
看病贵”方面看到了希望。大家都应积极发言，
献计献策。我们相信，有政府的决心，集全国人

民的智慧，一定能攻下“深化医改”这个难题。
正像发改委公告中所言，“健康是人全面

发展的基础”。一个人，不论有多大的才能，有
多高的智慧，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做保
证，很难实现“全面发展”。而既然人吃五谷杂
粮，没有哪个人能保证自己不生病，生病就难
免要去医院要吃药。然而近年来，看病难，尤
其是看病贵已经成为群众生活中的一大难题；
很多人，特别是不能享受公费医疗的群体对

“看病贵”更是深有感受，甚至说出“不敢病”这
种让人听了很不是滋味的话来。这也难怪。
一个普通的感冒，若是让个别医院来治，就能
从你口袋里掏走几百元上千元钱，甚至更多。

当然，深化医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

大量的工作要做，要协调和理顺方方面面的关
系，甚至要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作保证。
现在国家发改委向各界征求意见，不论是普通
群众还是有关专家抑或有权制定政策者，都不
能说不切实际的话，不可制定难以收到实效的
政策或规定。医药分家也好，实行社区医疗服
务也罢，最终目的都还是要努力实现人人享有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提高全民健康水
平。而要想做到这一点，由于中国人口多，底子
薄，肯定还要有一个过程。因此，在此期间，我
们认为，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还是要首先解
决群众眼前“看病贵”的问题；我们甚至相信，
只要能比较合理地解决了“看病贵”，对深化医
改就是立了“头功”。（新闻见今日本报A03版）

热点话题

10月11日，国家六部门下发下架紧急通知，要求各超市、商店、城镇和农村零售摊点等销售
者，必须将所有9月14日前生产的奶粉和液态奶，无论什么品牌、批次，立即全部下架，停止销
售，就地封存，由生产企业进行清理，批批检验。经检验符合限量值规定的，须在单体产品包装
上加贴“经检验符合三聚氰胺限量值规定”的标志，才能重新上架销售。（新闻见今日本报A10版）

广州日报
国家破产不过是黑色幽默
话题：前天起，国内多家财经报纸纷纷报

道全球金融危机已把多个国家拖入“国家破
产”的边缘。其中，北欧小国冰岛首当其冲，巴
基斯坦摇摇欲坠，韩国有可能步其后尘。

观点：“国家破产”系媒体报道为夺人眼
球之形象说辞。国家有别于企业的根本不同
在于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国家间经济交
往，债务国还不出钱，债权国不能以该国国家
主权做抵押物逼其“还债”——自帝国殖民时
代消亡，此乃国际交往原则不允许逾越。否
则，非洲大陆数十个国家所欠西方七国债务
累累，岂不都得先后沦为债权国的新殖民地？

根据今年4月份确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2008
年的立法工作计划，10月进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将审议《国家赔偿法》的修改
草案。

《国家赔偿法》被贴上“实施最差的法律”
的标签已久，再不修改已很难适应现实的需
要。《国家赔偿法》修改到何种程度？现在我们
还不知道，但笔者以为，《国家赔偿法》在修改
的过程中，必须解决两个问题：

其一，公民获得国家赔偿，门槛必须低。

这如同公民维权，如果维权的成本过高，维权
的门槛过高，那公民就只得放弃维权，或是另
寻途径。从1995年1月1日到2004年底，北
京市受理并作出判决的国家赔偿案件为 89
件，赔偿金额累计219万元，偌大的一个北京
市，十年间的案件远不止89件，因国家侵权行
为造成的损失也远不止219万元。可为何获
得国家赔偿的案件数量却如此之低？“门槛高”
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门槛高，使得老百姓往
往很难进入国家赔偿的司法程序。

其二，国家赔偿金的支出应该有个界限。
国家赔偿，意味着国家埋单，意味着纳税人埋单。
诚然，公民的权利受到损害，受到国家赔偿是应该
的。但如果责任人没有受到惩罚，那类似的案件
更会相继出现。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恶的行
为。笔者以为，国家赔偿也应该有个界限。应该
将各种情况分清楚，如果纯属于个人原因造成的
错误，其赔偿应该由个人独自承担；如果不仅仅是
个人原因造成的，也应该由个人和国家各自承担
相应的比例。（新闻见今日本报A22版）

把获得国家赔偿的门槛降一降
□林卫萍社会关注

珠江晚报
能否公开于幼军撤职的详细信息

话题：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于幼军
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确认中央政治局今年
9月5日作出的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观点：尽管公众已确然知道于幼军遭到
了撤职处理，但仍然不知其何以遭撤职。报
道惜字如金，语焉不详；只有结果，未有原
因。似乎刻意要为公众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
自然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比如他人
招供啦，受其胞弟之累等等。但到底是不是缘于
此，公众只能是将信将疑；或还有其他原因，也只
能凭空想象。于是，仿佛猜谜一样，公众猜中了
其将去职的消息，又继续猜测他何以去职。猜完
了这一个，可能还将继续猜测下一个。这种现
象，俨然成为中国官场与公共领域的一大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