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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A02

锐评

西南大旱
是“天灾”
还是人祸？

天灾如同人体的重大疾病，疾病往往不是一天两天得上的，一定有一个积累的过
程。一个地区的气候变化，与本地生态系统的改变往往存在紧密的联系。

西部的矿产在挖掘，西部的河流在开发，西部的原生态林变成了桉树林、橡胶林，西
部的荒原变成了城镇。大旱之时，救急当然是首先要做的。但从长远治本来看，我认为
还要重新检点我们对西部的认识，那里是生态脆弱地区，能不能像目前一些地区那样盲
目大开发？种树、断河、污染再继续下去，明天和后天还会怎么样呢？ ——《新京报》

热点热点
话题话题

深圳首批招聘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开始面试，药监局招两名七级执法员，有1600人相争，一份文件
显示，这次招聘的见习执法员起薪为7000元，而一级执法员最高月薪15720元。上周，一份对2385名
在校大学生的就业意向的调查显示，93%大学生热衷当公务员，主要认为岗位稳定、待遇好、有保障。

（3月23日《广州日报》《中国青年报》）

话题：福建南平砍杀小
学生案9死4伤

网友发言
精神病患者管护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

程了，可否免费集中管理治疗？ 四川网友
一个医生竟然会变成一个杀人凶手，

这太可怕了。为什么不重视人的心理教育?
为什么死的又是小学生? 福建三明网友

一味指责已经晚了，最需要的是加强
自我保护意识，在遇到类似情况不至于束
手待毙。 福建网友

希望那4名受伤孩子早日康复,受到伤
痛和恐怖惊吓的弱小心灵早点平息。

广东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挺身而出啊？如果我在

场，我会拼命的。 北京网友

话题：珠三角川菜馆湘
菜馆使用地沟油最多

网友发言
那天从一家卖油店路过，就奇怪发现

一辆破三轮车上装了好几个脏兮兮的油
壶，一直都没想明白。现在看来，难道油店
也卖地沟油？ 宜昌网友苗木

地沟油为什么屡禁不止呢？主要还是
职能部门管理力度太小，处罚力度太轻导
致。没看到收集地沟油的人是在晚上出现
的吗？因为这个时候管理部门早已关门下
班了，处于管理真空地带没人管。苏州网友

水煮鱼整盆都是油，要是真的是好油，
能不亏本？ 网易网友

以后俺自己种菜、养鸡、纺布，要不没
法过了。 北京网友

话题：杭州200人连夜
抢购千万豪宅，均价每平方
米4万元

网友发言
浙江的县城都没有 1 万以下的房子

了。你们知道那个房子在什么位置吗？前
面江后面山，在以前皇宫的附近，新城的核
心区，离西湖开车也只要5分钟！ 杭州网友

说全是托的人，一定对杭州的楼市一
无所知。在闲林都可以卖近两万，何况在
江边。当年没在桂花城买房的人，后来都
悔得不轻。 杭州网友

关键就是外国都有奢侈税,为什么中
国只盯着上班族打工族收税呢？如果这样
的豪华住宅收取10%的奢侈税,还会有这么
多人排队炒房吗？ 浙江绍兴网友

话题：西南大旱可能影
响全国米价

网友发言
粮食本就该大涨价。现行政策是压粮

价来控制物价,如此一来形成中国独有的
互不相干的高低二元经济，长此以往，不知
靠什么发展？ 新浪网友

我是四川凉山州的，靠近云南边界，也
属干旱范围。现在大米的价格已经从每斤
1.8 元涨到了 2.2 元，蔬菜价格也有不同程
度的上涨。 新浪网友

又在给涨价找借口。国家难道没有储
备粮吗？应付部分地区一年的干旱都不
行？ 上海网友

一个城市周边有水，这个城市往往也会变得
“滋润”起来。可这么些年，我们之所以不断地关注
西流湖，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这一湖水总是遭
到人为地污染，并且常常弄得很严重，媒体忍不住
要说几句。这不，现在又到了不得不说的时候了。

自从去年秋郑州市生态水系正式建成
后，有些人就不把这个郑州曾经的“水缸”放
在眼里了，以至于西流湖的四周垃圾点遍布，
湖水污染得越来越严重，近来人们在西流湖
畔又发现了更大规模的垃圾场。更严重的

是，从本报近日连续报道中可以看到，不仅有
大大小小的垃圾倾倒点在威胁着西流湖的水
质，而且西流湖畔各个村庄围湖建房已成规
模，部分村庄甚至开始跟风攀比，而这种所谓
的“围湖经济”如果再不能得到遏止，西流湖
可能遭遇灭顶之灾。

不过，尽管从报道中看到说，现在往西流
湖里倾倒建筑垃圾收取垃圾费已经形成攀比
之风，可我们觉得，关键还是管理太松。正如
有村民所问，既然“别的村子能够堆土建房子

卖钱，我们村为什么不能”？问得好，像这样的
“问题”不解决，“围湖经济”也就难以遏止。

其实，村民们也喜欢水清树绿的环境，也
希望能把西流湖治理好，把村子周围建得漂亮
一点，说到底，他们也不愿意像现在这样随便
往湖里倒垃圾。然而，一年又一年，他们看到
的却是失望。造成今天的这种局面，责任应该
由谁来承担，有没有人承担？！

我们担心，如果没人承担责任，又没有个
切实有效的措施，那西流湖可真是难保了！

马上评论

西流湖“围湖经济”愈演愈烈（A04、A05版）

救救西流湖！
□首席评论员 闵良臣

深圳执法员起薪7000

作为经济特区，深圳消
费水平高，当然工资水平也
高，这一点或可理解。但
是，与深圳2009年工资指导
价位相比，见习执法员的

“起薪”是普通中专生平均
数的3倍以上，2009年特区
内工资指导价平均数为每
月3338元，而在指导价下，
月薪不足千元者仍大有人
在。让人最不能理解的就
是，公务员的工资可以随着消费水平“水涨
船高”，而其他阶层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咋就没
有这样的“福分”？

让人最不理解的还是，深圳执法类公务
员目前所执行的工资标准竟是深圳公务员实
施分类管理改革后的薪级工资制度。工资改
革的目的本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使收入分
配趋于公平合理。而现在却越改差距越大，
则让人匪夷所思。

其实，利益博弈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利
益博弈过程中，总是由既得利益者掌控收入
改革的话语权，始终听不到弱势人群的声
音。我们不可能指望既得利益者自己“割肉”
缩小收入差距。要想让普通劳动者从既得利
益中分一杯羹，就必须打造公平的博弈平台，
真正让普通劳动者特别是低收入者参与进
来，而不是由那些既得利益者“博主”，在那里

“闭门造车”。 李继彦

五味杂陈的“官员劝拆大
实话”

天津市宁河县一名小学老师因拒绝拆迁
自家楼房被停课，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做工作
时称：“在中国，你说不拆，肯定把你拆了。
我就这一句话，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全世界
牛逼。” （3月23日《现代快报》）

“肯定把你拆了”。回过头来看看，地方
政府想拆的房子，有过没拆掉的吗？几乎没
有什么能够挡得住官员们认定了的“压倒一
切”的“大局”。

“你以为浇了汽油，书记县长就免职
了？把谁处理了？”确实，说得难听点：老
百姓的命有时候都没有地方官员的官帽
值钱；所以你拿命抗争，总得先想想值不
值吧？

笔者以为，官员劝阻动员钉子户教师的
谈话，不但是大实话，除了受命而为，还是充
满善意、很负责任的，道理应该算讲到家了。
只是担心，他们会不会为讲实话付出代价？

马涤明

国进民退：一场没有“观
众”的争论

在企业高层、学术精英纷纷为“国进民
退”忧愤不已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公众对于这
场纷争相当漠然。为什么会这样？

（3月23日《中国经济周刊》）
在公众看来，某些国企固然只管赚钱，却

不愿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但一些民营企业
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特别是近两年频频发
生的三聚氰胺、黑砖窑等负面事件，摧毁了公
众对民营企业的信任，也让公众对这些行业
产生的私人财富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

学者黄波曾说过一句经典的话：“不论是
在‘国进’的盛宴上，还是在‘民进’的狂欢中，
公众都仿佛是拾取残羹冷炙的人。”因此，某
些精英们在为“国进民退”感到忧愤的时候，
在为民众的漠然感到不理解的时候，可曾想
过，公众的冷漠其实是一种对自身权利长期
被忽视的无声的申诉，是对当年“国退民进”
之时，国营、集体和街道企业职工的权益、利
益被剥夺的抗议。 耿海军

电视猜谜节目必有一个
共同的谜底

由于观众对“有奖猜谜”节目投诉较
多，山西卫视从 3 月 5 日起停止播出这类
节目。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其他多家省级
卫视。

（3月23日《中国青年报》）
电视猜谜节目之恶，不在于它创设了一

种天上掉馅饼的虚假情境，也不在于它以弱
智内容欺诈不明真相的消费者，而在于它公
然收买公共媒体、将春晚忽悠大戏搬进生活
中大玩吸金把戏。

尽管有了规定，尽管两会上代表委员痛
批不已，尽管律师说此类明目张胆的欺诈行
为已涉嫌刑法中的诈骗罪，但就是架不住没
人管、没人理。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电视猜
谜节目必有一个共同的谜底：主观放任，客
观逐利。

迫于情势而自己闪人的电视猜谜节
目，会不会像灰太狼一样不停歇地杀回来
呢？ 邓海建

从“公务员起薪7000”看收入分配改革之困 公务员热背后的体制性积弊
“仅7%大学生没感觉公务员有吸引力”是

一个让人感到吃惊的数字。道理很简单，很多
人追赶潮流报考公务员，多为寻求岗位稳定和
政治前途，这不利于实现政府的宗旨，也增加
了政府招录人才的成本和难度，极不利于社会
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并且，公务员不直接创
造社会财富，其报酬是二次分配，由财政支
付。公务员考试过热，大量的优秀人才，特别
是高学历人才去公务员系统任职，造成企业优
秀人才短缺或流失，不利于直接创造社会物质
财富组织的发展。社会精英不是积极去创造
财富，而是争相涌向官场寄望权力和分享财
富，必然导致社会创富能力的惰化。

所谓“公务员热”，只是“非依附于官僚体
制而不能生存”的社会分化不足所导致的后
果。因此，当公务员这种稀缺的社会强势职
位，以公开招考选拔的方式进行全社会公开配
置时，大学生怎能不趋之若鹜？因此，对社会
来说，不是去抨击大学生热衷公务员，而是看
到“公务员热”背后的体制性和社会分化积弊，
由此，才能厘清这种社会怪象。 舒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