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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百人花一亿的
预算能否通过

我估计，深圳市水务局一下子将人员支出在去年基础上猛增了3000万元，大概是没
把人大代表当回事儿。在人大代表官民比失衡的背景下，代表民意的少数人大代表质疑
预算问题，如果不能得到代表官意的人大代表响应，就算是不合理的预算草案，也是很有
可能通过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各地屡遭代表指责看不懂的预算草案，最终还不是在仍
然看不懂的情况下表决通过了？许多地方预算多得花不完而被迫在岁末突击花钱，不也
说明，不合理预算在人大闯关成功是普遍现象？ ——《珠江晚报》

热点热点
话题话题

话题：中国地方债已从
4万亿上升到7万亿，危机一
触即发

网友发言

地方政府随意举债是一大隐患，需
要铁腕处理，不能犹豫不决，否则有拖垮
经济的危险。 搜狐网友

那么多投资，不知道有多少钱投了
项目，又有多少进了部分人的腰包。腐
败的问题一定得查清，给老百姓一个交
代。 新浪网友

应该看到积极的一面，而不是毫无
理性地打压。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地
方融资平台的吞吐，根本无法应对这次
世界金融危机。对目前出现的问题，想
方设法尽快规范就是。 网易网友

话题：地方政府寻求立
法遏制人肉搜索引争议

网友发言

中国的人肉搜索目前还是好的，都
是搜索坏人和准坏人，爆隐私的、恶意中
伤的比较少。我觉得应该鼓励和引导这
种人肉搜索行为，而不是制止。

江苏网友
试问一个守法公民谁会搜索你？就

算搜索了，又有什么好怕的？只有做了
亏心事的人，才会害怕人肉搜索吧。

天津网友

我们需要的是“国民福利
倍增计划”

对于中国能否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
认为，中国现在应该说基本具备这样的条件，所
以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或者政府的工作计划里
面，酌情考虑或者采取类似的做法。

（6月3日《人民日报》）
尽管有关方面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

大社会保障网络，但我国国民福利现状不容乐

观。2008年《中国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

指出：中国社会保障存在“保上不保下”现象，

66.5%的下岗失业人员表示没有享受任何社会

保障，其基本生活保障难以满足；在广大农村，

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更是弱不禁风。

鉴于此，笔者觉得，社会舆论与其在国民收

入倍增计划上争论不止，不如以增加国民福利

为着眼点，尽早想出好办法，制定出符合国情的

“国民福利倍增计划”。比如，在十年时间内，教

育投入应该由现在占 GDP 比例不到 4%升至

8%，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投入占GDP比例也

应增加。唯有如此，民众才能更好地分享改革

发展的成果。 吴睿鸫

警惕“误拆”变成强拆的挡箭牌
东莞 75岁老太太叶燕琼出门买了点菜，待

回到家中，自家有着近百年历史的祖屋已被拆了
大半。拆迁队工作人员称当时是想拆祖屋背后的
一套住宅，只是用力不稳，导致背后住宅的木料砸

坏了老太太的祖屋。 （本报今日A39版）
在网上搜索“误拆”，相关的新闻条目竟有上

万条。更蹊跷的是，这些误拆，都是发生在拆迁

谈判尚未结束，或没有达成一致协议之前。这

是件可怕的事。不管误拆的理由多么冠冕堂

皇，也不管善后赔偿多么“掷地有声”，都无法掩

盖“误拆”对私权的漠视与践踏。公权力对此类

现象的漠视与纵容，则无形中消弭着政府的权

威与公信力。

《物权法》规定，侵害物权，除承担民事责任

外，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的，依法承担行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有关部

门在对“误拆”叫停的同时，更要查明真相，对相

关责任人严厉问责，以儆效尤。 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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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来，各地 GDP
等比较繁杂的数据的公
布，虽然也会引来质疑，
但普通公众并不容易找
到反驳的证据。从这个
意义上说，三部委联合进

行的GDP打假，回应了民意的诉求，具有积极意义。
而具体到操作方式，此次进行的统计执法

大检查，却多少给人以吊诡的感觉。为什么
呢？报道中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大检查分4
个阶段：5月中下旬宣传动员，6月自查，7、8月
抽查，9月整改处理和总结。对此，公众难免会
生出疑问：先喊“预备”再去打假，会不会沦为

“假打”？
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即便各级各

地相关部门，在前期的数据统计过程中，存在诸
如擅自统计、迟报拒报、伪造篡改、随意发布、严
重失察等状况，经历一个月的自查，这些漏洞还有

“填不满”的道理吗？而且，即便自查阶段不能完
全弥补，地方政府还能对检查组“公关”不是？

“别让打假成假打”不是“有罪推断”，而是
善意提醒。因为，公众期盼的，不是此次打假真
能立竿见影地查处多少案件；公众期望的是这
种“风暴式打假”，能形成制度化、常态化机制。
否则，“风暴式打假”非但不能取得预期成绩，还
会给地方政府以不健康的心理暗示：应付好这

一轮检查就万事大吉了。
解决这个问题，无疑需要地方政府尤其是各

级统计部门，做好信息的及时、充分公开工作，让
公众常态、全程参与到统计数据的采集、汇总、上
报、公布等诸环节。因为，具体到诸如年度汇总的
统计数据，公众往往很难通过辨别分析，便能发现
问题和漏洞。只有做到对统计数据“分解式”的跟
踪，才能最大程度地达到监督的目的。

以此观之，三部委此次进行的GDP打假，
尽管有诚意欠佳的嫌疑，可能导致打假成为

“假打”，但这毕竟是进步的开始。而相关部门
在良好开始的基础上，能否走得更好、更远，我
们拭目以待。

随着4月CPI创下18个月来的新高、通胀
压力日益走强，加上富士康加薪带来的扩散效
应，国内制造业成本抬升浪潮已经进入窗口期。
常识而言，制造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力
成本占公司总成本80%以上，加薪可谓牵一发而
动全身。而且，即便顺势加薪之后，依然需要直
面两个问题：一者，疏解劳资矛盾，加薪能不能成
为一劳永逸的“大力神丸”？二者，对众多盈利能
力尚不及富士康的企业来说，它们手里还有多
少加薪的筹码？

加薪是件好事，但普通企业如果在加薪之
前或之后拿不出更得力的“解压”举措，迟早会

在劳动力价格理性归位的路途上举步维艰。
劳资矛盾千头万绪，最根本的，仍是落后的生
产方式、盈利模式、管理形式与经济社会发展
不相匹配造成的矛盾。加薪固然立竿见影，但
这正如养生专家开出的一碗“绿豆汤”，既药不
死人、也心里感觉良好，但终究不能治病救人。

制造业升级需要将这种加薪的压力，转化
为品牌打造和技术改造的动力。从“机器人”
工作的岁月走向“社会人”工作的时代，既要加
薪，更要加“心”。毕竟，喝完绿豆汤，还得好好
吃点“饭”，不能等到“病”来了，再上五台山。

邓海建

马上评论马上评论

三部委联合部署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A21版）

GDP打假别成为“假打”
□晚报评论员 李记

富士康科技集团6月2日对外发布了基层员工全体加薪的消息。据介绍，从2010年6月1日起，富士康集
团对企业作业员、线长、组长薪资进行调整，员工整体薪资水平提升30%以上。（本报今日A03版）

富士康加薪能否复制

富士康加薪，似乎并不出乎公众预料。已
有业内人士称，加薪是为真正达到安抚基层员
工情绪的目的。在深陷舆论漩涡之际，富士康
加薪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危机公关。

吊诡的是，富士康既不承认加薪与系列悲
剧有关，也不说是履行最低工资标准，更没提到
是苹果公司的“接济”，而是表示，此次加薪主要
是基于物价、生活费用上涨及结合集团整体经
营状况而作出的决定。

富士康加薪了，加得有点躲闪，有点不够理
直气壮。而打量富士康的加薪，我们只能说这
是稀薄的暖意，并不值得狂欢。

但对富士康之外的其他企业呢？会不会主
动给工人加薪？加薪不是施舍，要求加薪不是乞
求，薪酬低廉的工人完全有资格、有底气要求加
薪。但显然，如果不提高工人的博弈能力，富士康
加薪就不会复制，“富士康”们不可能会乖乖加薪。

王石川

难以复制的孤例

加薪是制造业升级的一碗绿豆汤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前宽、北
京新影联院线经理高军、中国消费
者协会副主席刘俊海、中国最差电
影奖“金扫帚”发起人程青松、著名
导演江海洋，以烂片退票之争，探中
国电影之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