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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热点
话题话题

锐评

杀亲案反映了
何种社会心态

一种现象，必有社会原因。那么 ，“杀亲”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究竟是什么？
在极度物质化的观念诱导下，个人把自身的利益、欲求看得至高无上，很可能是杀亲案频繁

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只有在这样的逻辑中，一个人“理性”地杀死自己的亲人才是“合乎逻
辑”的，因为亲人可能构成了自己欲求得到满足的障碍。

如果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那我们就不能满足于李磊、刘爱兵们的“伏法”，而应该进一步去
反思：我们匆匆赶路，是不是丢弃了许多不该丢弃的东西？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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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信用卡恶意透支将
被追究刑事责任

网友发言
明知没有还款能力，银行为什么发卡?应

该加上“如果银行明知没有还款能力，却仍向
其发卡，出现恶意透支银行应当承担责任”。

北京网友
银行既然敢这么大肆发卡，就应该自己

承担风险。 深圳网友
经常看见许多银行在马路边摆张桌子，

拉路过的人办信用卡，还瞎吹办卡的好处是
可以透支，从不告诉人家有何风险。请问银
行的这种做法是否在恶意诱惑？ 广东网友

话题：电摩新国标使2400
余家电动自行车厂家面临关停

网友发言
好多城市不给摩托车上牌照,更不允许

进入城市,现在让电摩走机动车道,真是自相
矛盾。将来交通秩序一片混乱。 河南网友

利益的博弈！有钱人和穷人在博弈。最
后结果是有的人只能走路，有的人一路通
畅。 网友匹夫有话说

2400 个厂家可以研究制造诸葛亮的木
牛流马嘛。这个最环保，不用充电、不用加
油、不用吃草。 广东网友

话题：受伤男子躺地近
40分钟无人报警去世

网友发言
他不是死于路人的冷漠，是死于南京那

个法官的判词。 福建网友
看到评论想哭。当我们埋怨社会的冷漠

和无情时，想想我们自己吧。如果是你的亲
人，你会怎么想？ 南京网友

啥都不说了，向报警的那位大姐致敬。不
过，也许她真的不知道南京的事。 杭州网友

话题：哈佛女生为救中国
未婚夫多次上访

网友发言
其他中国人在排队，洋人被信访局请进

屋。看到这，我笑了。 广东网友
纠集几个人去人家家里打架，这样的事

在美国也同样是犯法的。她觉得她是美国人
就了不起吗？ 加拿大网友

“我觉得，在中国有的地方，法律还是靠
人、靠关系。”朱莉这样对记者说。一个美国
人都分析得如此透彻。 重庆网友

10斤瓜子嗑出“罚则焦虑”
重庆高新区一家私企的三名女员工在办

公室里偷偷嗑瓜子，老板安排人从超市称来10
斤瓜子，要求她们必须吃完再下班。（12月15
日《重庆晚报》）

网上形成观点鲜明而对立的两派：一派认
为这家企业违反法律，伤害了员工身心；另一
派则认为，管理者的惩罚别出心裁，留有余地，
能够见好就收，说明管理有方。

其实，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企业的惩罚权
上面。按照劳动法和企业用工有关规定，企业可
以在法律的框架内制定“奖惩条例”。老板再三
嘱咐“不要在办公室吃零食”，可女员工照吃不
误。为此，惩罚“一次吃个够”，就并不显得突兀。

不过，10斤瓜子还是嗑出了异样味道。惩

戒是一门学问，企业可以行使惩戒权力，但又不
能随心所欲。在现实中，一些企业往往把老板
的话当做金科玉律，在实际中常会突破法律框
架，对有过错员工惩罚过重，因此引发劳资矛
盾。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企业即使对员工实行
处罚，也应当去除暴力色彩。 叶传龙

不能让“囤”字在寒冬里“热”起来
本月16日北京召开自来水价格调整听证

会，自来水价格可能会上涨。顺义区购水上限
为 500吨，不少居民甚至一次性趸出未来 5年
的用水。（12月15日《北京晨报》）

面对涨价预期，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居民囤
粮囤油现象。而从目前的趋势看，老百姓“囤”
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凡是有可能涨价，易长期

贮存而不变质的，都正在成为被“囤”的对象。
若少数人囤购商品，不足为虑；但若囤积

商品出现跟风，问题就来了。一方面，大家都
来抢购某一生活必需品，那这种商品就会在短
时间内出现严重短缺，甚至无货可供，下手慢
的消费者生活就会受到影响，而商品价格则会
在供不应求中节节攀升，整个市场就会乱套。
另一方面，抢购囤积潮一过，市场将会出现长
时间的冷落，产供销整个产业链的效益都会受
到影响；而且，由于囤积行为需要消费者集中
手头有限的资金，这势必又抑制消费者在其他
方面的消费需求，从而殃及更多的行业。

显然，面对刚刚显露出来的囤积迹象，当
务之急是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愈演愈烈。

吴应海

“遏制”高房价面临的挑战
副部级买不起房的现实尴尬

中国的房价到底有没有泡沫存在，未来一
年房价到底会不会降？这些问题我们几乎无法
找到答案，但在12月13日的央视《面对面》节
目中，我们首次听到这样一个清晰的声音：全国
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明确指
出，中国的房地产存在泡沫，造成泡沫的主要原
因是政府炒地和社会资金炒房，而且地方政府
和某些专家希望泡沫存在，这样他们才有钱
花。他们甚至还不如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
观点。

副部级高官说了真话，点了权力炒房和吹
大泡沫的死穴又能如何？现代中国，缺的可不
是广厦千万间，而是价高买房难。如果说当年
杜甫还有面对茅屋而梦想广厦的愿景，现代人
只有望楼兴叹的无奈。相比杜甫时代广厦奇缺
的缺憾，现代人面对的却是房源充裕但无权居
住的困扰。

贺铿的话并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揭示
真相，提升民意。如他所言：“肯定有人骂（自己），
但是我相信十三亿当中有十二亿半是拥护的。”
这就足够了，如果13亿国人中有12.5亿人和
贺铿观点一致，宏观意义上的房市调整就是必
然，就是公共正义。国务院14日出台的“国四
条”，已经凸显调控房市的政策走向。 张敬伟

笔者以为，中央政府从宏观方向上调控把
握，前提意义固然不言而喻，但是，宏观调控
能否按预定设想奏效，还有着很大变数。因
此，通过具体的政策之手，让效果不偏离调控
的预期，恐怕将是更重要的任务。就可以预
见的综合影响，笔者以为从“抑制”到“遏制”
的战略调整，真正体现到房价上，还会遇到以
下挑战。

挑战一，滞后效应。已被批准的项目该建
还是要建，而现有楼盘尤其是高档楼盘，在调
整政策的烘托之下，反会成为稀缺品，价格极
有可能不降反升。

挑战二，遏制房价的考核目标被边缘化。
挤干房地产市场泡沫，把虚高的房价通过调控
政策压下来，政府本该义不容辞。但是，此项

工作因为参照点、参照物的相对模糊，因此无
论是从绝对数，还是从相对数来说，考核目标
均不易确定。

挑战三，“经营”内趋与民生分量不易摆
正。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中只要有利可图，民
生住房的土地供应量及“地段含金量”就不易
保证。

挑战四，分配投入越来越大。在今后较长
时间内，政策房都会成为稀缺商品。从现在防
不胜防的资格造假、木马控制摇号等难题来看，
分配环节的公共投入也会越来越大。这对于
政府的公益积极性会产生一定的负激励作用。

综上所述，由于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平衡具
有较强的惯性，打破这种平衡殊为不易，所以
房价的下跌，未必如想象的那么容易。马龙生

别让“幸福感”淹没在“自
我担保”中

虽然住房消费也是消费，也可以带来民生
的改善、经济的增长，但是这种消费是以削减和
抑制国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为代价的。

前不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
教授孙立坚撰文指出：我们无法依靠没有“幸福
感”的消费增长。要想使国民消费的“幸福感”
不再被住房、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

“自我担保”所淹没，政府就必须在遏制房价过
快上涨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医疗、教育和社会
福利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减轻国民在这些方面
的经济负担，消除国民消费的种种后顾之忧，使
我国消费结构趋于合理。 黄栀梓

高房价不会轻易“低下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