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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国考答案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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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电摩事件”

被漠视的
大多数

谁掌握了话语权谁才掌握着政策的制定。话语权的不公平分配、利益博弈的不公平发展，正是
此次“电摩事件”暴露出的最大深层次问题。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任何一项遭遇太多质疑反对的政策，在具体实施中必然陷入两难：要么难以
推行名存实亡，要么耗费巨大的社会成本。“电摩事件”的困局，根本在于旧有的政策制定模式与利益
格局深刻变化之间的矛盾，具体而言即该标准在制定时没有最大限度引入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包括
亿万名政策的埋单人之一——电动车车主。 ——《华商报》

不是海外“遭贱卖”，而是国内“被暴利”
出口价 2.4 元每升，国内价却高达 6.66 元

每升，中石化、中石油两大巨头再陷海外贱卖
成品油的质疑声中。 （12月7日《武汉晚报》）

笔者的一位朋友近期刚从美国回来，在美
国加油折合成人民币一升也就是4元多，假如
中石油、中石化拿国内的6.66元每升作为出口
价的话，外国消费者或许“钱多”但并不“人
傻”，这样的价格，人家当然不会买账。如此看
来，与其说中石油、中石化在“贱卖囤油”，不如
说是人家那儿的油价决定了中石化、中石油只
能“贱卖”罢了。

至于同样的“贱卖”为何只能是出口的专
利，却与国内消费者无缘，其实也不难理解。
到了国外，油价多少，中石油、中石化说了不

算，而在国内，人家可是说一不二，绝无放弃暴
利取薄利的道理。

只不过，对于国人而言，一边作为中石油、
中石化这些大型国企的出资人，一边却享受着

“被暴利”的特殊待遇，这股东当得怎一个冤字
了得。 武洁

钓鱼案轻飘的问责结果会延续社
会痛感

上海浦东钓鱼执法案有了问责结果。浦
东新区副区长陆月星、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主要领导吴福康被行政警告。（本报今
日A30版）

12月6日，新华社刊发的孙中界入选“新华
社2009热点人物”文章说，孙中界“断指证清白”

的这一刀不要紧，就像放倒了多米诺骨牌，各方
努力终于彻底揭开了“钓鱼执法”的盖子……

然而，在轻飘的问责结果面前，这些褒扬
无疑显得“太早太天真”——该起事件积极的
意义和价值，已被轻飘的问责结果消解得无影
无终。如此“只罚一点，不计其余”的问责，难
免会让人怀疑上海市相关方面深究“钓鱼执
法”的诚意：如果不是拿这两位领导做“挡箭
牌”，为什么在该次问责中没有触及钓鱼执法
深层次的问题？又为什么没有问责更“大牌”、
更广层面的相关责任人？

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对钓鱼执法法治环
境的深究，能够因为这些公共事件的发生和推
演而得到本源性的清理和整治？给社会和公
众带来的痛感，何时才能被全部消除？ 李唐

话题：未富先老，养老问
题困扰数千万中国家庭

网友发言
我和老公都是独生子女，典型的四二一

家庭，整天最怕的就是哪个老人身体不舒
服，因为他们有病我要请假，加班的时候单
位从来记不住，一请假就会被说成事多、不
好好工作。现在我们要努力工作买房子，要
供孩子上学，要应付各种各样的账单，好作
难。 陕西铜川网友

早就应该从“养儿防老”的思维方式中
挣脱出来。所谓的老有所依，是要建立在国
家不断健全老年人保障制度（包括硬件和软
件）的基础之上。 重庆网友

国家公务员考试每
年只公布分数和分数线，
却不公布正确答案；试卷
上每道题不标分值。考

生慨叹不透明，人保部工作人员回应称，连试题
都需要保密。（12月7日《北京晨报》）

不公布试题、不公布标准答案、不标注分
值，可谓当前国考的“三不准则”。另外，笔者还
可以再加上几条：不公开阅卷、不公布排名、不
公示录取人员资料……

笔者曾经参加过几次公务员考试，考来考
去，仍然对一些考试常识一无所知。比如，《行
政能力测试》中哪些题是1分的，哪些题是0.5
分的。我也只是在一些论坛上听说，一些关于

数列题和材料题是1分的，而这些还是一些补
习班、强化班里所谓的“国考专家”说的。正是
相关部门的不作为、不公开，给了国考补习班、
强化班以生存的空间。至于这些信息的准确
性，广大考友却仍无法判断。

公务员考试绝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考试，
它是一种取士制度、用人制度，这涉及千千万万
青年人的理想和抱负，更涉及国家和政府给予
每位公民的公平权利。一旦这种权利无法用公
平、公正的录取秩序作为保证，势必会大大影响
到国家的公信力及青年一代的进取希望。

我国的《公务员法》明确规定：采取公开考
试、严格考查、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录用
公务员。显然，现在国考的“N不准则”违反了

公开、公平的原则。这是取士制度的一种傲慢
与偏见。

我国创立了考试制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考试大国。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没有一
部专门的《考试法》。这真像是一种讽刺，是我
国考试制度已经完善到不需要规范的程度了，
还是现有的考试规范就能起到相应的作用了？
恐怕这两者都不是。

钱穆先生在1951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的
考试制度》中曾指出：“政府用人，若全无标准，
人事奔竞，偏枯偏荣，种种病象，将指不胜屈。”
我想，这里的“标准”问题首先应该是透明和阳
光的问题，至少只有在透明的玻璃窗里，公众才
能更为清晰地看清楚这个用人标准。

□王传涛（山东）

热点热点
话题话题

近日，商务部官员表示，今年全国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12万亿元。而中国
房地产销售总额就占到了5.7万亿至6万亿
元。 （12月7日《羊城晚报》）

过半花销用于还房贷，这也许就是“房奴”
代表人物电视剧《蜗居》女主角郭海萍城市生
活的真实写照。有人说，《蜗居》是一部非常辛
酸的片子。何以让人心酸？只因为这样的生
活场景往往不幸地照进了我们的现实。

今年是新世纪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房
地产却依然风景这边独好，这就不能不说很有
一丝吊诡。经济常识告诉我们，但凡经济萧条
时期，能做到价格坚挺的，一定是老百姓的生活

必需品。倘从这个角度来说，能够在经济困难
时期仍保持坚挺，甚至更上一层楼的房地产，似
乎正有成为百姓生活必需品的“派头”。

一套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房产，却要
成为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这的确很有些
悲情。可悲的还不止这些，当八成以上的人都
认为“幸福与房子相关”时，这其实也意味着我
们生活的道路已经越走越窄——近日，《中国
青年报》这项关于“幸福和房子关系”的调查结
果，其实正佐证着蜗居时代，人们从精神到物
质都遭遇房产的双重绑架——人生所有的梦
想都被一套房子给束缚住了。

房子就这样绑架了我们的生活。 李妍

面对高房价
有多少人在“裸奔”
郑州网友王钦钦发帖预测2010年房价会

大跌，如不能达到自己的预期，将在二七广场上
裸奔3圈。12月4日午夜，王钦钦声明预测失
败，履行承诺。（12月7日《郑州手机报》）

一套房子就要耗费三代人数十年的积
蓄，还要将未来数十年的幸福押注上。

高悬的房价正在一点点击垮年轻人的梦
想，让他们变得更加功利、焦灼不安。高房价，
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还关系到生活在
这个国家的普通人的幸福，以及他们的未来。

是继续维持高房价，还是让公众为高房
价“裸奔”，这是一个问题！ 江德斌

85%的家庭买不
起房，房价靠啥上涨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经济蓝皮
书》指出，85%的家庭没有购买住宅的能
力。 （12月7日《法制晚报》）

是的，想让房价降下来已经彻底不是简
单的事情了。目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做

“房价已绑架国民经济”，所以，要是真的出
台打压房价的政策的话，肯定将是麻烦多
多。但就算是维持现有政策不变，甚至继续
出台鼓励房地产发展的政策，绝大部分商品
房也得是老百姓出钱买吧？而全国85%的家
庭买不起房，另15%的家庭可能早就买完房
了，那么，让谁来当2010年房价温和上涨的
推手呢？ 杨凤霞

过半花销买房：被绑架了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