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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话题

山西晚报

“哈尔滨警察打人”不能
归属于公权力作恶

话题：哈尔滨六警察将一名大学生打
死。

观点：警察的身份在许多时候会被舆论
放大。就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而言,有人
将其比喻成“孙志刚事件”再现,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两起事件中，都是警察打死大学生，
舆论突出了两种身份对比。但我认为这起
事件和“孙志刚事件”完全不同,“孙志刚事
件”是警察在执行收容遣送公务时,用公权对
私权进行赤裸裸的伤害，是不折不扣的公权
力作恶。而哈尔滨这起事件中,六名警察在
冲突中打死人,或许可以找公安机关对民警
的教育不够、这几位民警有特权思想等原
因，但事件本身并非是公权力在作恶，而是
年轻人酒后起了冲突，训练有素的警察，其
拳头占了上风。这只能算成一起普通的刑
事案件,而“孙志刚事件”则关乎收容遣送的
制度是否人道和是否违宪。

东方早报

情妇“反腐”，官员倒台？
话题：14日上午，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

华受贿案一审开庭。
观点：似乎已成中国社会的规律——被

查贪官 95％有情妇，此案也不例外，落马似
乎是情妇反腐的胜利。据媒体透露，直接扳
倒他的竟是一盘长达60分钟的性爱录像带，
录像中男女主角正是其和情妇。一名女孩
因为献身而未得到要求的回报，于是设下陷
阱，在一家高级酒店将自己和他做爱的过程
及谈话悄悄录了下来，并将这盘长达60分钟
的性爱录像寄给了相关部门。此次落马，很
可能和那盘情爱录像有关，是因为没有摆平
其内部情妇间的利益，导致“情妇造反”，才
倒了霉运，风光的人生就此结束。

继南京、长沙、宿迁、沈阳、厦门、西安等12个城市之后，长三角重镇上海、杭州日
前不约而同对楼市的低迷状态宣告“出手”，加入救市大军，目前城市数目已达18个。

不救市，会影响“GDP数字”
□周建邦

尽管数字不是很透明，从当前透露出来的
一些数字来看，房地产业产生的相关税费已经
占据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据
新华网报道，重庆市2007年共收入房地产税费
400 余亿元，房地产税费占全市财政收入的
50.8％。

另一方面，房地产业一直被地方政府视为
“支柱产业”，那是因为房地产开发中的巨额投
资可以立竿见影地拉高当地的GDP。在当前的
政治经济环境下，GDP成为考察地方官员政绩
最为重要的依据，而通过增加投资来拉动GDP
增长，又是最为快捷有效的手段。

房地产业既然可以满足地方政府官员对
预算外收入和GDP高速增长的双重追求，地方
政府自然盼望房地产业能够“繁荣昌盛”，当前
房地产业进入“寒冬”自然也就是地方政府官
员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救市有必要，但别搞成“救房价”
□欧木华

众多城市“救市”，应该说是出于好心，但
一个底线是不能把“救市”搞成“救高房价”。

目前房地产市场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一
些开发商谈到房地产市场萎靡不振所带来的
负面影响，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比如任志强
谈到三点，一是房地产市场低迷，必然导致建
筑市场低迷，从而影响农民工就业；二是影响
政府税收，从而间接影响政府的公共事业的财
政投入；三是影响关联产业比如钢铁、水泥业
等的发展。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程度上的夸
大，弄得似乎全国的经济都在房地产这个产业

链之中，一损俱损。其实，任志强的意思是想
说“救市”就是在“救大家”、“救全国经济”而不
仅仅是在救开发商，这自然有他的目的，但房
地产商的意见以及所谈到的对国民经济的影
响确实是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研，拿出
确实数据的。与此同时，笔者更想知道的是，
目前的房价到底是开发商的一个亏损性价
格？还是一个比暴利赚得稍微少一点的价
格？开发商不妨公布透明的建设成本，如果是
后者，那么这种价格的理性回归，就是开发商
应该理性接受的。

房价只能涨不能跌的中国特色
□池墨

种种迹象表明,各地政府即将联合起来展
开“拯救楼市”全国大行动。此前，针对政府是
否应该出手“救市”，舆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以房地产商利益为代表的“救市派”认为，当前
房价下跌，楼市低迷，房地产业已经到了非出
手相救不可的时候。而反对派则认为，中国
的楼市还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候，目前的市场
低迷是市场的正常规律，是否救市还有待观
察，政府不能操之过急。

房价只能涨不能跌，楼市只能挺不能倒，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房地产业。说白了，房地产
商的利益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休戚相关，房地产
商日子紧，政府也不好过，房地产商的房子没
人要了，地方政府的政绩也就随之退色。估计

没有一个房地产商愿意房价下跌，没有一个地
方政府愿意看着自己的政绩“缩水”。于是，政
府该出手时就出手，在房价下跌、楼市需求暂
时出现“供大于求”的时候出手“救市”了。

“房市春天”属一厢情愿
□王石川

面对内地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以及地
方政府纷纷救市，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
称“房地产的春天将很快到来”。

在楼市一片萧索甚至肃杀的征候中，所谓
的楼市春天论未免有些自负，又有些自鸣得
意。但是，不管这是房地产商的自我安慰还是
向公众的炫耀，以达到鼓动消费者买房的目
的，冷静思考一下，房地产商之所以如此乐观，
也并非全无道理，种种迹象表明，有许多因素
支撑房地产商的这一底气。

但是，即便房市之春果真降临，也不值得
房地产商载歌载舞。新政出台了，能刺激消费
者的购买欲望，但买不买房不仅取决于政策，
更在于消费者的购买力。

其实，如果消费者手头宽裕，即便没有政
策支撑和广告宣传，消费者也会乐此不疲地购
房。当前，许多人不是不想买房，而是买不起，
只能望房生叹。因此，惟有房价降低，让消费
者买得起房，才能使房市真正进入春天。

无视当前房价畸高，单纯地认为房产新政
就会带来房市春天，是不是一厢情愿？

不穿紧身衣裙或过于暴
露的服装，不浓妆艳抹，不留
长指甲和涂指甲油；不能与异
性成、青年人同居一室；与消
费者交流时要正视对方，不要
左顾右盼……近日，陕西省家

庭服务业协会对该省所有保姆等家政服务人
员的行为准则、从业条件等作出严格要求。
（10月16日《三秦都市报》）

倡导和推进家政从业人员的规范服务，
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思路。不过，“规范”到不
穿紧身衣这样的极端要求，真不知道规则制
定者的脑子里是怎么想的。假如认为保姆的
紧身衣容易让人想入非非，那么雇主的暴露
装难道都是不容置疑的“绝缘良好”？

保姆禁穿紧身衣其实是一种“有罪推
定”。按照某些人士头脑里只可意会的想法，
就是保姆们天然存在着可能以色相勾引雇主
的潜在嫌疑。所以，为了“防患于未然”，硬性
规定把紧身衣、暴露装排除出保姆的穿着范
围，看起来也便疑似成了一条“以人为本”（大

概主要是为女雇主们考虑的吧）的善策了。
问题是，倘若保姆真的对雇主心有异想了，穿
或不穿一件紧身衣，就能起到阻断这种企图
的强大作用吗？或者说，就算穿了肥大的宽
身衣，就施展不出摄魂夺魄的媚态来了吗？

保姆与雇主只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
系，在人格的受尊重上绝无任何高低之分。把
保姆的衣着与眼神，预置于“或许施淫”的下作推
定，却对雇主没有片言只语的对等约束，这样的
行为准则，你道是保证保姆队伍的举止端庄，我
却也能说是鼓励另一方的行为不端。

当前，就保姆行业的现实语境来说，最该
重视的，倒并不是她们工作中穿什么衣服、用
什么眼神，而是更加完善各项职业保障机制，
让她们干得更安心，活得更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