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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评论

评“供暖第三天，8个小区没热起来”（A05版）

服务做到家，暖气自然热
□首席评论员 闵良臣

因为种种客观因素，近年
来，每年冬天供暖时，总有一些
小区的用户感觉“暖气不暖”，因
此对供暖部门有意见，甚至发
牢骚；就连笔者也亲身感受过，

交过了暖气费，屋中却还需要开着电暖气——
那种取暖就像“烧钱”的滋味是不大好受的。

原本想，今年暖气涨价后，供暖部门有了
“动力”，会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不曾想，今
年暖气刚送这么三两日，“暖气不暖”的情形还
是又出现了。

郑州暖气今年涨了价，尽管不是涨得很
多，但毕竟还是涨了，而且又因有了互联网的

缘故，应该说郑州暖气涨价的事全国人都知
道。之所以要涨价，自然有涨价的理由，印象
中不论是记者随机采访还是市民代表在听证
会上，都还是有人赞成涨价。这也正好说明我
们绝大多数居民都还是通情达理的，更没有只
站在个人利益的立场上说话。可也正因为是
这样，供暖部门也就应该把自己的服务工作搞
得更好，至少要对得起“涨价”二字。

冬天取暖，是件民生大事，屋中有暖气，也
交了费，却没达到应有的温度，甚至还让人感
觉到寒冷，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群众投诉，
群众发牢骚，也都应该能理解。

多年来，我们早就总结出一个道理，凡与

民生相关的，不管哪个地方哪个方面，只要满
足了民生的需要，只要化解了因民生而产生的
矛盾，那就是以人为本，就是在构建和谐社
会。反之，如果没能足够地关注民生或是关注
的不到位，以至于产生了一些不应产生的矛
盾，那就说明你对民生认识不足，就说明你的
工作还没有做好，因此需要你及时纠正。

暖气不暖，肯定是个问题，但我们又觉得
只要供暖部门作一下“换位思考”，真正做到想
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尽管眼前还有些
困难，但也一定能找到并解决这些困难的办
法，甚至会让暖气更暖。

这也是我们的期待。

齐鲁晚报
茅于轼用常识戳破个税

起征点复杂论
话题：在关于上调个税起征点的争论

中，某些专家学者将原本简易的道理复杂化
了，并以此为调整不能一步到位找借口。

观点：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个税起征
点应提到 8000元。他在表达这一观点时用
了一些浅显的道理。

常识之一是，“上个世纪 80年代中国确
立 800元起征点的时候，居民月收入只有几
十元。目前2000元的个税起征点太低”。常
识之二是，“要培养纳税人意识，只要把在超
市购物发票里消费者交了多少税都列清楚，
就可以了”。用来反驳“起征点过高将会有
大量的人不再缴纳个税，此举不利于培养公
民的纳税人意识”的说法，可以说非常有力。

近年来，个税起征点的调整虽如“挤牙
膏”，却也在不断进行，这本身就说明，上调
个税起征点是符合常识的。

重庆时报
王志的手机何以触动公

众脆弱神经
话题：丽江挂职并主抓招商的副市长王

志在京出席某论坛期间，两部手机被盗。当
晚11时许，多辆警车停在饭店附近，数小时
后迅速将失物找回。

观点：浏览一下新闻后的网友跟帖，多
数网友对王志的手机失而复得不抱欣慰态
度，甚至尽展幽默才华，对警方神速破案进
行意味深长地“反弹琵琶”。

我认为是这两部手机触动了公众脑中
的两根脆弱神经。其一，王志手机里的电话
号话真的重要到需要调动数量庞大的警力
旋即侦破吗？其二，事件再次证明，名人地
位依然优越，普通公众的公共安全资源依然
单薄。

东方早报
从官员礼品到官员礼品假货市场

话题：南京一家商行推出“官员礼品”，
级别越高，折扣越大。据说这种“官员礼品”
还可以防止送礼腐败。

观点：2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专门为给官
员送礼而产生的产品，比如所谓的极品烟、
极品酒。曾经一度繁荣的大书市场，其实也
是“官员礼品”的产物。

专门的官员礼品市场，跟其他市场一
样，也有大量假货。众多贪官财产被没收的
时候，稍微明白一点的人发现，他们收藏的
字画和古董都是明晃晃的“西贝”货。

官礼、官礼市场乃至官礼的假货市场，其
存在，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巨大的攻关送礼
需要。从古至今，涉及官员的送礼收礼，往往
意味着腐败。据报道，南京的有关部门已经去
查这家商行了，但查了商行，管不住官员爱礼
收礼，还是关不了官员礼品市场。

潇湘晨报
杭州地铁何以从民生工

程变成危险工程
话题：11月15日，一段杭州地铁施工工

地发生塌陷事故，多辆车陷入深坑，多数地
铁工地施工人员被困地下。

观点：由于包括地铁在内的民生工程欠
账较多，城市交通日益拥堵也需要迫切解
决，因此，很多城市就出现了“赶工程”的现
象。如此，就埋下了不少隐患。

在今年扩大内需的大背景下，各地将上
马一大批包括地铁在内的民生工程，要想防
止杭州地铁工地塌陷事故在杭州或其他城
市重演，只有早一点探询杭州地铁工地塌陷
事故的原因，才有利于给其他民生工程灌输
忧患意识。

在“昧”与“不
昧”之间寻找平衡点

正在向市民征求意见的《武汉市拾得遗失
物管理规定》规定，失主在领取遗失物品时，需
向拾得人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
用。 （11月16日《武汉晚报》）

在现实生活中，拾遗者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物
归原主，分文不取，图个光明磊落、品德高尚的好名声；
要么干脆默不作声，隐匿失物，满足个人私利。

给予拾遗者一定的物质酬谢，其实是许多
国家的强制政策。我们可以规定失主应当向拾
遗者支付一定的酬谢金（不仅仅是保管费），无论
拾遗者收与不收，失主均可领回自己所失财物。
如此，相当于在“拾金不昧”和“拾金而昧”之间找
到了一个平衡点，将能起到鼓励拾金不昧、减
少非法隐匿的作用。 上海 任为民

放贷人合法化更需关注“杨白劳”

由央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草案已经提
交国务院法制办，民间借贷有望通过国家立法

形式获得规范。 （11月17日《京华时报》）
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典当行、担保公司业

务相当火爆，有些地方民间借贷利率达到了
200%～300%。在民间借贷中，因借贷人事先承
诺高额利息欺骗放贷人，终因债台高筑，逃之夭
夭，导致放贷人血本无归的现象屡见媒体，立法
应充分虑及民间借贷的风险性，更加关注借贷人
的状况，以保障双方权益不受侵害。

只有通过制度约束，遏制“问题贷款”于未
造成严重损失之时，才能维护民间借贷的正常
秩序，不至于将因身陷债务链不能自拔的“杨
白劳”逼上绝路。 江苏阜宁 梁江涛

“嗅觉”相亲，好一个诗意化的
“宿命论”

近日，北京50余名公务员参加了一场“嗅觉”

相亲会，屋里关着灯，单身男女靠嗅觉寻找自己

中意的另一半。 （11月17日《京华时报》）
有一种说法，爱情婚姻随缘。这是一种典

型的宿命论。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现代

青年男女在恋爱婚姻上越发感到茫然不知

所措。拙劣刺激娱乐的相亲表演已呈泛滥

之势，幸福的爱情婚姻是否真的被作弄呢？

看似神秘意味的“嗅觉”相亲，只是多几分

新奇与刺激罢了。“嗅觉”相亲，好一个诗意化

的“宿命论”！ 江西湖口 郑文

假扮艾滋病患者，是无事找抽

16日上午，青岛科技大学的学生和红十字

会志愿者100多人假扮成艾滋病患者，在青岛

第一海水浴场要求与市民和游客拥抱，约七成

市民拒绝。 （11月17日《青岛早报》）
假扮“艾滋病人”的策划者，只凭借主观想

象，最终结果只能适得其反。约七成市民拒绝假
扮“艾滋病人”的拥抱，不仅仅是假扮者的尴尬，倘
若让“艾滋病人”看到此情此景，对“艾滋病人”不
同样是伤害吗？说得不好听一点，假扮“艾滋病
人”，让人觉得有拿“艾滋病人”开涮之嫌，不是无
事找抽又是什么！

安徽巢湖 夏慧萍

近日，辽宁沈阳市
民 温 洪 祥 向 市 财 政
局、市审计局和市政
务公开办等部门递交
了一份申请表，要求
公开办公费、招待费
等财务账目。沈阳市
政务公开办相关负责
人说，政府部门财务
信息极其敏感，难度
极大，这个公开可能不
会一蹴而就，结果可能
不会太乐观。
（11月17日《人民日报》）

去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上，粤籍全国人大
代表邓明义很不客气地炮轰：“每年大会安排
审议《预算报告》都形同虚设，且财政预算无
论是数据还是用途都不具体，代表看了等于
白看”。邓明义、陈舒等代表质疑：“预算报告
中，很多钱的用途都没标明，也不知道用哪去

了。你说这能不滋生腐败？政府行政消费能
不过高吗？”

笔者相信，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无数个
公民像温洪祥一样勇敢地争取自身权利，从
而聚集起强大的力量，才能换来政府信息公
开和社会进步。 耿海军

花钱容易公开难的制度困境
政府信息公开为什么会这么难？其实说

白了，真正的根源在于花钱花得容易，所以公
开才这么难。花钱的难易程度历来是跟公开
相关信息的难易程度成正比的：花钱有多容
易，公开就会有多难。

一个法制健全、权力得到有效制约的政治
架构所应当展现出来的状态恰恰是“公开容易，花
钱难”。只有每一笔钱都花的艰难，每一项公开才
会放的轻松。而现在的境况是，个别政府部门花
钱如流水，整个过程尚未遭遇哪怕一点稍显负责
任的问询，却要“信息公开条例”在最后去独战那

“该花的，不该花的，都已经花出去了”的权力猛
兽，着实是有些制度困境的味道了。 萧锐

政府信息公开不能只针对
“麻木信息”

应该承认，沈阳市在政府信息公开上着实
下了不少工夫：不仅将政府部门需要公开的内
容进行了标准化，还利用便捷且知名度高的

“114”，在政府与市民之间搭建了一个极具操作
性的政府信息公开平台。然而，正如温洪祥指出，
《政府信息条例》规定，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个人
隐私和商业秘密的信息，就应该公开，财务状况公
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项。而政府恰恰在“人、
财、物等问题上，公开程度还不够。”这也就是说，
有关当局对人、财、物等敏感信息公开仍然“难度
极大”，其信息公开工作仅限于“麻木信息”。

构成政府主要行政成本的办公费、招待费、
差旅费为何花得，却“说不得”？最关键的还在于形
成这种悖论的根源——行政成本中的很大一部
分来源于预算外甚至“小金库”。 樊艳兵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今年 5 月 1 日正
式实施，规定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
和商业秘密的信息，就应该向社会公开，财务
状况自然也是信息公开的其中一项。然而在
倡导法治的社会，为何政府以“敏感”、“难度
大”为不愿公开信息的借口，以“国内没有先
例”为搪塞民意的托词？

如果温洪祥的申请被准许，就意味着 60

个政府部门的花销，将全部向社会公开。如此
庞大的信息公开，对于个别平日乱花钱和中饱
私囊的官员来说自然很敏感。一旦公开，社会
的问责难免会将自己的官场生命结束。

以无先例、敏感、难度大来搪塞民意，把原
本可以说的“秘密”不说，政府公权力的“野性”一
如既往。其实财务公开的难度不在于财务信息
本身，而难在权力不能向民意低头。 马想斌

政府部门财务账目公开到底有多难

权力有多野，公开财务信息就有多难

没有公民争取，财务公开不会从天而降

读报短“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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