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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是否“敲诈政府”了，事实尚未清楚，已经被判坐牢。不法商人欺诈广大消费者，问题明
摆在那儿，却似乎可以尽管“诈”去。

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农民马继文“敲诈政府”触及了政府的自我，政府本能地要加以重视；而
市场秩序，也许在政府看来，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秩序。权力在乎的是自我，而没有意识到，它
忽略了自己作为公共治理者的责任。

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有关部门”，其实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有关部门”。 ——《齐鲁晚报》

话题：部分驻京办被撤
后，人员活动转地下

网友发言
依我看，要撤就撤干净彻底，撤一些留一

些，等于白忙活，没有成效的。 网友峡江曙光
有一种胜利叫“潜伏”。 网友老草
一定要有专门机构将此事负责到底。

以前就有过这种事情，有的单位拖一拖就
“挺”过去了，造成落实快的吃亏，落实慢的
反而沾光的尴尬局面。 网友愚陋之人

“确需保留”的规定太模糊，留有的余
地太大。 网友永恒定律

别逗了！网上办公能截访吗？
广东网友

话题：我国剖宫产率近
50%，远高于世卫推荐15%上限

网友发言
2008年老婆去医院生孩子，医生检查后

说脐带缠脖子，羊水不多，建议剖宫产，我说是
第二胎，选择自然分娩；就在办手续的时候又来
了几个孕妇，听到医生又是如此建议才恍然
大悟，原来是在搞推销挣钱。 新浪网友

其实，除了医生的经济利益需求之外，
现在很多女人为了所谓的保持身材而选择
剖宫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新浪网友

为了孩子的健康，疼点怕什么？还是
自然分娩好处多。 新浪网友

朋友在妇幼保健院生孩子，头都出来
了，结果被医生硬生生用手顶进去，然后挨
了一刀，孩子的头部被挤得严重变形，长了
好几个月才恢复。 广东网友

话题：老人拍摄不肯让
座姑娘欲传上网，对方报警

网友发言
让座根本不需要有人来强令，再说凭什

么命令人家？把自己当正义的审判员了？与
其叫别人让座，不如率先垂范。 网友撞到了

女孩坐的是老弱病残专座，所以当身边
有老人时，她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她有病的
情况下，必须起身让开。 网友无业游民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公道自在人心。 网友慧质兰心

年轻人们，以后上了车，尽量还是坐在
车的最后两排吧。 新浪网友

如果真像姑娘说的打了4天吊瓶，还
让她让座吗?司乘人员应该多喊喊，协调一
下，这种不让座的事情完全可以减少。

网友纳兰英诺

话题：烂尾桥致多人坠亡，
官方称系村民自愿过桥所致

网友发言
就新闻题目的逻辑而言,请别笑，因为

现在许多部门处理事情的逻辑都是这样
的。 网友淡如茉莉

这种情况多了，不想多说。不知当年
修桥的钱有没有一半用在桥上？新浪网友

关键是上面领导没说话，上面一说话，
砸锅卖铁也要修呀。 网友jak

既然是烂尾桥，为什么不早拆掉？
新浪网友

过桥的死了赔5000多块，哪有修桥花
钱多？ 新浪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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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注

近些年来，我国地区、
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
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
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
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
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

的警戒“红线”。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
配已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必须像
守住 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

“红线”。（本报今日A26版）
当很多社会问题借助公共事件不断撩拨正

义与良知的时候，我们分明感到了一种断裂的
痛感：譬如较高层级社会阶层的封闭性越来越
强，穷孩子与富孩子之间很难基于先赋与后赋
的公平原则合理流动，社会分层日益固化；譬如
社会财富配置显现出鲜明的权力化色彩，土地、
资源、资本成为搅动财富大盘的最大庄家，与之

对应的是，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
暴利行业。

表面看，是金钱生病了，于是开出的“药方”
多在分配体制上，公众更是将呼之欲出的“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视之为疏解社会问题的琼浆甘

露。然而，分配体制上的这些问题，迟迟得不到
解决，或者难求正解，早已证明贫富红线失守绝
不仅仅是个财经命题——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会
底线的失守。房产领域公权窝案、司法腐败，这
些远在分配制度之外的问题，哪个不是或明或
暗地指向财富分配？

底线是怎么失守的？这不是读几次道德经
就能回答的问题。数据显示说，去年我国人均
G D P已接近3700美元，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
结构重塑都进入了关键阶段。拉美等国的实践
更警示我们，这一阶段尤其应防止出现经济增
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带来的社会隐患。要降
低社会矛盾的“燃点”，缩小或起码控制住贫富
差距扩大的趋势，既有赖于分配制度发力、弱化
权力在分配格局中的作用，更有赖于社会秩序
的重建，共同捍卫那些基于公平正义原则之上
的笨笨的、温情的、脆弱的社会底线。

贫富红线不能失守社会底线
□邓海建（江苏）

拆迁终于有了和谐样板
湖南大浏高速公路全长84公里，拆迁征地

仅耗时26天。整个拆迁过程中，未实施一起强
拆，未出现一例上访。 （5月10日《人民日报》）

全长84公里的拆迁，仅耗时26天，而且是绝
对的和谐拆迁，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样的拆迁理
念和经验，同样也是在节约资金和创造财富，“耽
误一天工就等于增加了3万多元的成本”。要知
道，如果大浏高速公路负责人还秉承时下很多地
方颇遭诟病和恶评的拆迁模式，如直接将拆迁款
交付当地政府，由政府机关再转分给农民，以及在
出现矛盾时，不是换位思考，而是频频动用警力及
粗暴的拆迁方式，可以想象，再“思想淳朴”的农民
也会和其发生纠纷，也照样会出现阻工、上访甚至

群体事件发生。
如何和谐拆迁，恐怕一直是很多地方政府和

有关施工部门头痛的问题。在这里，不妨从大浏
高速公路的拆迁理念里，找到一条避免拆迁暴力
化倾向的阳光大道。 邓为

爆炸当前领导为何“情绪稳定”？
5月 9日上午，陕西渭南师范学院建校 50

周年庆典大会，一个5米高的氢气球发生爆炸，
导致12人被烧伤。庆典大会继续召开。

（5月10日《华商报》）
一般而言，氢气球爆炸伤人，中止正在进行的

活动是人的第一选择，也是本能选择。
那么，有关方面和领导为什么能做到“情绪稳

定”，平心静气地将庆典进行到底呢？我想，这一
定是在进行了某种权衡之后而作出的选择。或
许，有关领导觉得，此次庆典50年一遇，重要性
压倒一切，必须善始善终地完成；或许，有关领
导觉得，有 2万名左右师生、校友、社会各界人
士参加的庆典大会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不能
被意外的插曲所破坏；或许，有关领导觉得，如
果中止庆典，让领导不能顺利完成讲话是对领导
极大的不尊重。

当然，或许还有很多种“或许”。而这些“或
许”的背后无一不隐藏着某种轻重、利弊的权衡。
换句话说，在有关方面和领导的心目中，12人的生
命、健康与安危，敌不过营造喜庆氛围和扩大社会
影响，乃至保证领导话语权的现实需求。 卢荻秋

沈海涛 图

2011年1月起，我国将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
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工作场所完全禁止吸烟。国家卫
生部妇社司司长杨青称，这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的要求提出的目标。 （本报今日A03版）

热点热点
话题话题

全面禁烟：缥缥缈缈的禁令？

此前在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缔约方会议上，中国曾因控烟不积极，得过一个
让人脸红的“烟灰缸奖”。“获奖”原因是，“宁要
漂亮的烟盒，不要公民的健康”。

中国控烟之难不仅在于吸烟者众，还在于
体制特殊——烟草业政企合一，国家烟草专卖
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这
就导致了控烟义务与行业利益之间无限纠结冲
突之处。美国控烟专家曾将之形象喻为“这就
好像让狐狸坐在鸡笼里，讨论如何保护小鸡”。

即便将狐狸赶出鸡笼，我们还面临着“烟文
化”的侵扰。有调查显示，61%的人认为敬烟是

一种有效的交际手段。这种文化将成为这场禁
烟战争的主要对手之一。

在公共场合限制吸烟，这在大的方向和目
标上是正确的，这道控烟的选择题，答案并不难
选。但是当前语境下，人口密集，公共场所人流
大，如何达到限制的效果，是个客观的管理难
题。控烟预知的是，若只是应景式运动式执法，
效果肯定不会令人满意。而简单粗暴地以行政
罚款来达到立竿见影的目的，也是不智的。

前年法国禁烟，先是做了各种公民教育工
作，等到60%的烟民愿意戒烟时，才推出全面戒
烟法规。这种渐进式禁烟值得效仿。 李晓亮

很多人知道限塑令。在一些比较正规的超
市，限塑令是畅行无阻的，你要想使用塑料袋，
就得花钱来买。但是在菜市场这类场所，限塑
令的实施就是糊弄人玩。有检查了，商贩们就
暂时“限”一下；检查走了，就都放开了。玩了几
次这样躲猫猫的快乐游戏，连执法部门也没耐
心了，慢慢地也便忘掉了还有限塑令这回事，也
便很少再去市场上检查。终于大家自在，限塑
令在菜市场名存实亡。

禁烟令实施起来，比起限塑令似乎还要有
点难度。在大商场、候车室这类大型公共场所，
可能还要好一点，既然禁烟的标语都在那里摆
着，也不能显得自己太没素质。但是你要是到
了办公室这类相对私人些的室内公共场所，禁
烟令还能禁下去吗？同事们都挺熟悉，又缺少
有效的监管……想想，这都是一个问题。

禁烟令要彻底实施，就不能不提前考虑这
一方面该怎么办。 张军瑜

全面禁烟能否撼动烟文化？
可以说，在中国，烟草已经不是简单的可吸

物，更多的是人与人沟通的纽带。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卫生部的决定，诸如

规定“部机关办公大楼内全面无烟，不在禁烟区
域吸烟、不给他人递烟酒、不给领导敬烟、不接
受他人敬烟”中，就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烟草文
化在官场上的广泛流行。而且，什么级别的官
员往往就会抽什么级别的烟，其实在乎的不是

“烟”，在乎的是“身份”。
一言以蔽之，如果我国人情社会的现状不

发生根本的转变，根深蒂固的烟草文化不能够
移风易俗，全面禁烟充其量只会是“乌托邦”式
的愿景。 崔立锋

烟头点燃的“控烟选择题”

禁烟令会不会成限塑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