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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也许没有想到，以抑制投资投机，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为目的的政策，却成了
开发商和民众集体反向操作的指标。面对房价与政策的如此错位，民众恐慌，学者错愕，开
发商都害怕，但令人惊叹的是，政策的制定者却依旧不慌不忙地静观房价飞涨“扰民”不已。

房地产调控政策究竟要调控什么，似乎成了不解之谜。这种怪异态势，最根本的原因在
于政府从来没有向外界释放清楚的信号，政府投鼠忌器，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利用了中央这种
左右为难的心态大做文章，民众为高房价埋单。 ——《南方都市报》

话题：中国处决日本毒贩
网友发言

对日本首相表示遗憾而表示遗憾！
四川网友李小金

要让那些企图在我国发“洋财”的死了
这条心。去做自己该做的事,不在乎别国
的指手画脚。 宁波网友

曾几何时，洋人横行、毒祸泛滥、国将
不国，那是羸弱之中国。如今，我们强大
了，才不会受欺侮。 内蒙古网友

日本的态度是可以接受的，而英国就
胡搅蛮缠，好像贩毒很光荣一样。

广东网友
日本是禁毒的。2002年世界杯时，马

拉多纳就是因为涉毒而被禁止入境。对中
国处决日本毒贩发表异议，说明它采取的
明显是双重标准。 网友冰山海燕

话题：我国考虑开征社
保税，是否增加个人负担引
争议

网友发言

请各位先慢赞成或反对，涉及钱的问
题，还是要先公布个细则来算算账。

广东网友
社会保障税主要是对薪金和工薪所得

(即劳动所得)课征，而靠资本收入的富人
反而排除在外了。 大连网友胡批八字

费改税？看看燃油税吧，费改税后油
价降了吗？ 河北网友

官员财产申报热议了近 20 年也没结
果，怎么这事就这么快啊？ 新浪网友

很多单位现在上缴和代扣社保费的基
数低于全额工资，费改税会增加企业和个
人负担。 北京网友

话题：老汉咳嗽到医院
输液时死亡，病历上写闭经

网友发言

医院其实可以解释闭经是经络全闭上
了，所以人就死了。 广东网友

以前听过关于女的得前列腺炎的笑
话，没想到现实中还真有这种事。

新加坡网友
微机显示出错了，无关紧要，重要的是

是否对症下药。如果用药没错，那么家属
就不应该闹了。 石家庄网友积极积极

病例用电脑打印，以后可是很难从病
例上发现什么问题了。因为不存在人写的
因素了，出现问题就可以把责任推到电脑
身上。 山东东营网友直言

话题：北京胶囊公寓面
积2平方米设施俱全

网友发言

看了胶囊公寓的视频，觉得真是和监
狱没有太大差别了。 网友徐小疼亚克西

日租房的另一种形式，独立空间、较为
私密的居室，很便宜，就是小了一点。

网友borntowin
以前看过一个电视报道，说日本人下

班以后喝多回不了家，就可以在这样的公
寓里睡一晚。而北京所谓的胶囊公寓，已
经变成“过渡性”的长期住房了。网友匿名

岂能拿孩子的生命豪赌命运
广州顺德一名9岁小学生因拒绝去补习班

上课，被父亲当街暴打不治身亡。而浙江嘉善
一名3岁小女孩，因为没有背诵下来《静夜思》，
被母亲多次拍打头部导致死亡。（4月6日《广州
日报》《钱江晚报》）

不管是做面点的父亲，还是一个月200元
生活费养活3个孩子的母亲，他们都属于社会
底层，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其实很具有代表性，生
活的压力磨掉了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勇气，仅
存的那点为自尊而进行的挣扎，几乎成了渴望
孩子们“过得比自己好”的唯一精神动力。

这种期望几乎变成了一种疯狂的赌博，而
赌注就是那些令人叹息的童年、令人惋惜的生
命和令人痛惜的教育手段。

自然界中，万物的成长原本是一个令人欣
喜和充满情感的积累过程。可是，如今，我们却
近乎野蛮地将这种规律拦腰截断，并且嫁接一
些并不属于一个血脉的教育期待。 傅哲

“全裸乡政府”终于尝到了“难堪”
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因“裸”出每笔招待费

而一举成名。因白庙乡政府欠下多个餐馆的陈
年老账，一老板向巴中市市长求助。（4月6日
《华西都市报》）

白庙乡3月份只有招待费几百块钱，比1
月份下降了约90%。如果以后每个月都这样如
实公布，不仅乡政府里的干部谁也不敢大手大
脚地胡乱招待，就是市、区来这里检查指导工作
的也不敢随意吃喝了。承包伙食的村民心里明
白，上级领导心里更清楚。于是，当村民的“投
诉”转上去后，领导机关马上就予以回复了，而
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让乡政府尽快还钱。

众所周知，现在工作就是喝酒招待，要想获
得相关部门甚至领导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
级单位连一杯酒一顿饭都不舍得掏钱基本上是不
可能的。而白庙乡府的“全裸”无疑就是筑起了
这么一道高墙。乡政府先让别人“难堪”了，难怪
别人会让“全裸的乡政府”难堪。 朱少华

拒绝“NBA”，拒绝不掉文化融
合大势

央视已经接到通知，以后的转播中必须屏
蔽一些外文缩略词，例如“NBA”“CBA”和“F1”
等。（4月6日《今日早报》）

文化问题向来不会像“偷菜”变“摘菜”这样
就能解决得了的。只怕，NBA和CBA的名字取消
了之后，在球迷们心中、在坊间市井的侃大山
中，NBA、CBA之类的文化词语还会经常被提及，
甚至是继续传颂下去。

倒不是说NBA们的品牌有多强盛，或是这
些名字已经在群众心里生了根、发了芽，而是
说，NBA的叫法确实很简易、很上口。除了简易
的问题外，还有个国际通用的问题，我们又何以
硬生生地让中国文字纯汉语化呢？

在东西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最应该让我们
把握好的，根本不在于文字的黑白之间，却在于
文字之外的精神层面。

王传涛

谁偷了中国建筑的“钙”？
房子就是我们
遮风避雨的蚁窝

以前的房子能用更久，原因或许在于以往
“无为而治”的状态更明显，城市管理者没那种
意识，也没那种能力去随意改变一座城市的格
局，大规模地拆拆建建。不被打扰的，既包括
民众的生活，也包括他们的房子。

而现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更新，使得
房子即便质量不错，也被强制拆除。一轮轮改
造过后，城市变漂亮了，百姓变狼狈了。这种
反差，反映出的是民众的城市客人困局。也就
是说，我们似乎只是客居城市之中，而不太像
城市的主人。

城市本是毫无生命的，因为百姓安家于
此，有了归属感和人情温暖，才使得城市充满
生机、富有活力。百姓是主，城市是宾；人性
是本，城建是客。但现实却常常将二者关系
弄反，有些城市管理者将城市当做主人，百姓
当做客人。一切政策都是为了打扮好这个主
人，城市的发展、城建的推进，所受的重视远
高于百姓的利益是否受损。这样的例子并不
少见，多少本无必要的拆迁，是假城市利益干
扰民众生活。

城市的发展就像一个陀螺，在高速旋转中
有多少人被转到了城市之外。只不过有人表
现为地理上的，有人表现为心理上的。前者易
见，后者则常被忽略。事实上，判断一个城市
的个性、特色、前途等，并不是看GDP数字、地
标式建筑、表面的美观，而是看市民的人心。
是认可还是无奈，是欣赏还是反对，是自豪还
是牢骚，这点点滴滴汇聚成城市发展的向心
力、凝聚力。只有具有强烈的民众向心力，才
是有活力的城市，宜居的城市，有竞争力的城
市。因为，民众是城市的主人，城市不过是一
个外壳。人，远比建筑重要得多。

尊重民众的城市主体地位，是政策回归人
本、体现人文的重要前提，是城市减少拆迁、维
持生活稳定性的重要保障，也是延长建筑寿命
的关键所在。每栋房子都关涉几十、上百户温
暖的家庭，每个城市都是这些温暖家庭的母
体。我们不能像不懂事的孩子一样，随随便便
地拿树枝捅开蚁窝。因为，我们就是那一只只
的蚂蚁，房子就是那遮风避雨的蚁窝。

邵思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国人的平均寿命
不断提高，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日渐缩
小。不过，同样的好运却并不属于中国的建
筑，当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达到132年，美国
的建筑平均寿命达74年，作为世界上每年新
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建筑在多产的
同时，却往往短寿，如此“英年早逝”，的确令
人唏嘘。

现实的情形是，规划的科学与审慎，往往
被抛诸脑后，随心所欲的搭积木式规划，更是

导演了太多“甫一建好，旋即拆除”“正当英
年，却遭爆破”的悲剧。君不见，除了因先天缺
陷而不得不英年拆除的，中国建筑意外“死亡”
的也相当不少，从“楼倒倒”、“楼歪歪”到“楼薄
薄”、“楼脆脆”，谁偷走了中国建筑的“钙”，想
必中国人也都心知肚明。

还有一些建筑，当初规划其实没啥问题，
钢筋水泥里也并未掺水，本来是个寿星体格，
但是，管你寿数到没到，“拆”字往你身上一刷，
照样得寿终正寝。 吴江

等不到70年住宅土地使用权大限来临，房
屋就已提前宣告“报销”，这大概是耗尽一生积
蓄，以为在二三十年后总算能还清一身债务，乐
享私产的房奴们，所面临的最不堪的结局。

当一个国家的建筑寿命只能持续25~30
年时，这不仅意味着无数指望在还清房贷后，
能够安然享有房屋私权的公众，极可能又面临
一场拆迁大战，甚至被迫辗转异地做起第二轮
房奴；因建筑质量问题引致的房屋安全风险，
同样也可能将公众生命安全置于危险的境地。

很长一段时间，有一种说法称，中国建筑
之所以用不到几十年就被拆，缘于中国人对建
筑设计建造的不自信。其实根子的问题并不
是不自信，而是太自信。权力者自信能通过对
城市建筑的不断推倒重来，获得经济与政绩效
应；开发商也自信能通过不停地拆拆建建，获
得更多的资本增值。当城市建设只是服务于
这样的因素时，民生自然在这些不断推倒的房
屋中断裂，而附着于其上的公众权利却早已被
湮没在滚滚的城市建设浪潮中了。 李妍

“短寿建筑”究竟是谁下的蛋？

短命的建筑如何支撑民生

热点热点
话题话题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近日透露，中国是世
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中国消
耗全球一半的钢筋和水泥，但这些建筑只能持
续25~30年。据资料显示，英国建筑的平均寿
命达到132年，美国的建筑平均寿命达74年。

（本报今日A2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