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7月13日 星期二 统筹 安学军 编辑 李记 校对 学文 版式 王姿

A02
中原时评

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尾
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尾
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份
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61倍
或8倍的惊喜。咨询电话：67659999

锐评
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楼市调控是不是
要转变风向了

本版电子邮箱:wywywy7591@163.com

社会社会
关注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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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犹在耳畔，可有些人似乎伤疤未好痛已忘，看不得房价的下降。继续实施适度宽松
的货币政策确有必要，但一些人却误解为调控松动的借口。而房贷的松绑，将为资金注入楼
市打开闸口，如此，调控将面临“腰斩”的危险。倘若史上最严调控最终闹得个史上最短调控
的下场，房价将有可能如2009年一样，出现报复性疯涨，彼时调控将真的“误伤”到中国经
济，使得经济更加高度依赖于房地产，乃至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都会受阻于此。至于
政策调控的公信力，将再一次受到损害。 ——《广州日报》

底层青年向上流动
要越几道坎

如果不是因为张竞太优秀“不合时宜”地夺
了个第一，那么大致可以推测，张洋正式谋得这
份差事，是板上钉钉的事：这和内定已无区别。
从这种意义上讲，考了第一无法报到入职的张
竞，和高考被冒名顶替的湖南女生罗彩霞的悲剧
是一样的，折射出的都是底层青年向上流动的重
重困境。

即便舆论对此给予广泛同情，即便对那些挤
占平民子女上升通道的蝇营狗苟之举发出一致
怒吼，当此种事情换着马甲在不同场合轮番上演
时，愤懑和声讨也会在声嘶力竭后陷入无力。这
时，此类不公就不单是一个人的惊恐和悲情，而
是有着某种普遍性和必然性了。这又要求我们
即使无力也要怒吼，不能坐视权势膨胀淤塞底层
民众向上流动的通道，不能让既得利益无度自我
繁殖，致使阶层流动固化。

至少我们应该相信，流动性强的社会，梦想
才不会遥不可及，人人才有触摸梦想的机会。
也只有不以不公为借口，不消极沉沦，而是奋起
抗争，才能在寻求公义的路上，凝聚信心和力
量。也唯有如此，不公不义才不敢肆无忌惮，底
层青年向上流动的坎也才会被逐渐削平，张竞和
罗彩霞式的悲剧才有望绝迹。 李晓亮

与“官二代”争第一“很危险”

儿子没成“官二代”，就来撒泼？
身为领导干部，为何对儿子不能录取为公务员如此“想不开”？在我看来，要么是自认为儿

子特别优秀，不应该不被录取；要么是觉得自己已经打通了“关节”，儿子被录取是板上钉钉，却
被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打乱了“方寸”，心理特别不平衡，也就顾不得什么脸面，一哭二闹三上吊
之类的“街妇撒泼”招数也就一一上场了。

值得深究的是，“官一代”一撒泼，“符合条件”也要被“暂缓接收”？这背后难道真的没有什
么猫腻吗？是不是如网友所猜测的，一方面碍于政策法律，当地相关部门不敢撤销原来的录用
决定；另一方面碍于官场关系，不敢把考上的人招进单位，只得来个暂缓录用，把这事儿一拖再
拖。 王军荣

徐霞客活到今天，肯定写不完游记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 11日在两岸经

贸文化论坛讨论中称，大陆景点观光费用非
常高，如黄山、张家界、九寨沟等自然景区，
都是自然创造的景色，是中华儿女共同享有
的，不应收取高达 300 元的门票。（7月 12日
《信息时报》）

景点工作人员开支与景点修缮护理，需要
一定的费用，景区收费可以理解。但我们看到，
不少景点的门票收入十分不透明，具体收支多
少始终成谜。景点门票收入理应用于景区治
理，如果背离这一点，就势必竭泽而渔。令人愤
怒的是，不少景点是报复性开发，只开发不呵
护，一个黄金周下来，相关人员赚个盆满钵溢，
但景区不堪重负，损害严重。

“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旅游的好处
自不待言。问题是，当景点门票价格高得让人
望而却步之际，我们还能有游兴吗？难怪有网
友称，徐霞客活到今天，肯定写不完游记，因为
门票买不起。 王石川

“左手毁遗右手仿古”的笑话要
闹到何时

江苏镇江宋元粮仓遗址，是我国大运河沿
线最重要的历史资源之一，目前正面临着被强
拆的危险。荒谬的是，开发商拆除此处古建筑
的目的是修建仿古建筑。据悉，相关部门已多
次下保护令，但仍无济于事。（7月12日《人民
日报》）

“左手毁遗，右手仿古”的故事上演了无数
遍，可从来没有一起事件像镇江这般对比明
显。建“假古董”能给当地带来就业，还能带动
系列消费，如此就有政府希望看到的GDP上涨
与扩大内需。文物局敌不过开发商，本质是文
物局敌不过GDP政绩论。

然而“仿古”与“毁遗”的争论，似乎早已不
辩自明。仿古建筑年年可建，历史遗址却可遇
不可求。“仿古”代表着地方政府的功利思维，虽
然形象突出，却是舍本逐末。如何剔除一些地
方政府观念中的功利思维，让“保护文物”不再
成为空话，值得深思。 王传涛

北京大学北京扩招44%的傲慢
与偏见

7月 11日晚，北京市完成高招一本一志愿
考生投档和录取工作。北大招办解释，因生源
质量非常优秀，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幅扩招，扩招
比例约为44%。（7月12日《京华时报》）

徐友渔教授曾公布过一个数据：2004 年，
北京大学在北京招收380人，同年，北大在河南
招收72人——而河南省人口是北京的8倍。徐
友渔教授称：“也就是说，北京考生考上北大的
概率是河南的60倍。”

数年过去了，这样的状况并无太大变化，缘
何出现这种状况？葛剑雄教授曾一针见血地指
出：“因为实行共建，这样主管部门给复旦大学
拿6个亿，上海也拿出6个亿，这样就要提高本
地招收的比例，否则钱为什么给你。”

由此可见，北大并不存在偏爱北京人的“歧
视”问题。说到底，还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和教
育投入不均衡使然。所以说，只有从体制入手
逐步推进教育公平，才是治本之策。 陈一舟

话题：我国精英移民潮
引发思考，专家称系追求安
全感

网友发言
这些人在国内不是没有安全感，而是

缺乏公平感，太多的腐败和潜规则让人灰
心丧气。谁愿意离开自己的故土呢？

新浪网友

话题：中移动高管李向
东外逃卷款数亿，提前5年
布局

网友发言
这件事留给我们的思考是：为什么李

向东能把这么多钱转走？就没有一个部门
来监管？应该用什么手段来防止下一个李
向东带走更多的钱外逃呢？ 江苏网友

话题：湖北江陵近万人
悼念因救落水儿童跳长江牺
牲者

网友发言
我们需要英雄，我们缅怀英雄，但更重

要的是如何减少英雄的无谓牺牲：救人时
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不要用一个悲剧
的发生阻止另一个悲剧的发生。更要教育
孩子提高安全意识，不要在没有大人带领
的情况下到水边玩乐，这样才能减少悲剧
的发生！ 网友：千杯醉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
项的规定》，并发出通知，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

执行。《规定》针对当前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方面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规范了领导干部报告
个人有关事项的制度。（7月12日《广州日报》）

客观而言，和1995年、2006年发布的两个
版本相比，此次发布的《规定》要求官员报告的
内容更为全面（投资及房产首入申报范围），对
待态度更为严谨（申报内容或成选拔重要依
据），具体的惩戒细节也更完善（不如实申报最

严重可免职）。无怪乎清华大学任建明教授称
赞《规定》“已接近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但检视之下不难发现，《规定》没有打通公
示这一至关重要的“任督二脉”。任建明曾认
为，一个完整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该具备5
个环节：申报对象、申报、公开、监督、问责。现
在，新规定暂缺公开的环节，必然使公众对后继
的监督、问责产生质疑。

因为，目前的《规定》的设计仅强调了“内部
监督”，这给一些官员选择性申报留下了空间。
而且，在一些地方，对于一些官员申报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出于“保护”的考虑，“内部监督”很可
能会在上报、追究、问责时“手下留情”。

公众的担忧并不仅限于此。公众和舆论对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吁求，已有多年。该项制
度之所以多年来未能梦想照进现实，无非是在
制度酝酿之初，便遭遇一些官员假以“复杂”、

“敏感”为借口的“条件不成熟”论调。而事实
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旦施行，会触及部分官
员的既得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规定》何时设置公示程序，
并引入公众监督，尚难定论；而即便是在《规定》
补充公示环节后，何时才能承接并跨越为完善
健全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也难预期。以此观
之，下一步，相关方面如何用补充、跨越的行动
排遣公众的这些担忧情绪，无疑才是重中之重。

无公示的财产申报还须完善
□晚报评论员 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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