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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中国五分之一城
市污染严重，机动车排放系
主因

网友发言

我觉得，满街的建筑工地，那么多水
泥、炸山开采的石头、挖河掘出的沙子造成
的污染比机动车还大——请专家研究一下
我说得对不对。 网易网友

如今在个别地方，空气是灰蒙蒙的，检
测结果是“空气质量优良”；水是黑臭的，报
告结果是“水质在不断改善”；雨是酸的，专
家称pH值在“正常范围”……

腾讯网友
城市污染严重是不争的事实，但接下

来的问题是：是不是因为机动车严重污染
环境，就要收取环境税呢？

新浪网友

话题：调查称六成家长
曾在教师节送礼，纠结于怎
么送礼

网友发言

要想让教师别收礼，关键还是家长
不送礼。你送我送大家都送，自然成为习
惯了。 网友：那一刀的温情

不是教师节变了味，关键是有些擅长
送礼解决问题的家长推着教师节变了味。
我的孩子正上小学，孩子是自发地给老师
做个小卡片，或送个手工小礼物表心意，
我们没有觉得小孩受到什么不公待遇
啊。何况我们自己也是无任何背景的普
通工薪阶层。 网友：兔兔

说到底，还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
题。如果学校之间资源均衡、竞争激烈，学
生觉得哪个学校好就到哪个学校上学，教
师们还会收礼吗？ 网友：笑三少

话题：重庆“橡皮人”全
国排第三，常迟到是橡皮化
信号

网友发言

我也是“橡皮人”。每次在例会上，我
总是很自觉地找一个远离上司的位置，默
默坐下…… 河北网友

每个人都既是“橡皮人”也不是“橡皮
人”，这个社会这么多混日子的人就是这么
混下去的。说别人是“橡皮人”的人，自己
又何尝不是“橡皮人”？你站在桥上看风
景，看风景的人在窗口看你。 广东网友

造成一代“橡皮人”的真正原因，是社
会复杂的人际关系，不科学的用人制度。

重庆网友

话题：北京科技大学1
名院长被指论文剽窃，承认
有连带责任

网友发言

如果没有剽窃被认定或者没被发现剽
窃，教授们自然是把这些荣誉全贴在自己
脸上，或者升迁或者评奖；一旦出了事，就
说是学生的过错，自己是被署名的……

新浪网友
剽窃就是剽窃，不要再画蛇添足地辩

解了。不做学问的人也知道，什么叫引用、
什么叫剽窃。 网易网友

关注个案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关键是
整治学术大环境。 搜狐网友

跌宕起伏的空置房肥皂剧
空置房调查要入户？没关系，可以留人。

查水电？专人可定时上门“开灯、放水”。到物
业查询？可以有专人与物业接洽，必要时还可
提供“身份扮演”服务。北京作为空置房调查
试点城市的消息发布后，网上有人推出“空房
管家”服务，提供专人定时上门“开灯、放水”，
按月收费。 （9月6日《北京晨报》）

不管这个“空房管家”新闻是不是真的，但
空置房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命题。否则，国家
统计局也不会决定在全国布点抽查。众说纷
纭而又讳莫如深的空置率，因为风吹草动而引
发市场的风声鹤唳。此时，出现“空房管家”的
新闻也就不那么奇怪了。这应了一个古今颠
扑不破的铁律，如果公共信息是一团雾水的

“葫芦提”，官方态度不明确，言行不一致，往往
会诱发信息污染和泛滥。结果是：假作真时真

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无论是官方的行动抑或是民间的乱弹，

都在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几乎所有人都想
知道到底有多少空置房，空置率到底是多
少。这个问题不搞清楚，这场肥皂剧就会一
直演下去，演绎成《盗梦空间》那样的玄幻
剧。我们离不开梦想，但是没有人原意生活
在房市泡沫的噩梦里。 张敬伟

鸡蛋价格异常上涨原因何在
据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

测，6月初以来，全国鸡蛋价格持续上涨，进入
7月中旬以后涨速加快，截至 9月 5日，全国鸡
蛋价格累计涨幅为 25.3%。从省区市来看，约
四成的省区市鸡蛋价格涨幅超过30%。

（9月6日《新华每日电讯》）
蔬菜价格上涨，我们似乎好理解一些。因

为蔬菜受气候异常、农资涨价、不好存放等客
观条件的影响会大一些。但通过监测结果来
看，蔬菜的价格只是小幅波动，而蛋价涨幅则
达到了惊人的25%，甚至超过30%。蛋价的大
幅异动，是不是有些炒作或者其他非市场因素
作梗呢？

眼下，肉价、菜价、蛋价持续上涨，必然导
致公众生活成本增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物价部门、统计部门真正
负起责任来：蛋价为啥涨了？涨在生产环节，
还是销售环节？如果是涨在生产环节，原因是
啥？如果涨在销售环节，有啥对策？是没有按
照市场规律办事，还是非市场的因素干预太
多？是储备不足，还是有人恶意囤积抬价？如
何平抑、稳定菜价？只有厘清思路，相关职能部
门才能引导菜价按照市场规律合理浮动，最终
让老百姓不再为“菜篮子问题”揪心。 刘克军

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必须深刻认识到，“抓错人”虽然最终都能得到平反昭雪，
也能获得一定的国家赔偿，但受害人所受到的身心伤害可能是永久的，甚至是终生
难忘的，他们的伤痛决不是数千元的赔偿和一声道歉就能弥补的。一句话，任何伤
害后的救济都不如一开始就避免伤害。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理应特别树立好这样
的思想观念。 ——《信息时报》

最近一些地方相继公
布，今后大学生“村官”等六
类服务基层项目的人员可
定向考录公务员，不再享受
笔试加分等优惠政策，原因
之一是一些地方公务员、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考录加分

日益泛滥，“你加我加等于大家都没加”，并引
起舆论的广泛质疑。（9月6日《中国青年报》）

加分项目名目繁多、各地加分分值和方法
“各自为政”、加分“来历不明”者大有人在……当
加分政策偏离了设置的初衷，已经损害到公职人
员考录的公正公平，并已经引发公众群体性不满
的时候，那么，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正当其时。

当然，一刀切，或者是“剜肉补疮”式地进
行改革，都不是最好的选择。比如对那些服务

基层项目的人员来说，尽管不排除他们之间有
功利化服务倾向者，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在没
有设置缓冲期、没有给出进一步解决就业出路
的情况下，一刀切地取消加分等优惠政策，对
他们而言，确实是一种不公。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服务基层项目人员进
行定向招录，也就显得大有必要了。这种办法
一方面能确保大学生服务基层的积极性，另一
方面，在“互不影响”的情况下，既解决了大学
生村官的就业问题，又保证了公考的公正公
平。目前的情况是，考虑到专业限制等问题，
面对大学生村官的定向招录，在岗位设定等问
题上，还须进一步细化。

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清理高考加分，
绝不仅限于取消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加分一方
面。简单分析，千头万绪的问题，大致集中在

两点：加分项目和加分分值的明确。要解决这
两个问题，需要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正本清源”
的规定：比如说，加分项目应该明确，除了家庭
因素（如烈士子女、配偶，因公牺牲警察子女
等）、少数民族考生外，其他情况一律不得加
分。在加分分值上，应该明确是“折合前”加分
还是“折合后”加分，规定加分的等级和上限
等，避免各地“各自为政”情况的出现。

在清理高考加分的问题上，相关职能部门
的迟疑不决，导致了历年来各地加分丑闻一再
出现。以此为鉴，在清理公考加分的问题上，
相关职能部门尤须用“大刀阔斧”的及时行动，
回应公众的殷殷期待。同时，在清理加分环节
之外，在加强公职考试拟录人员公示力度、扩
大考试本身透明度等方面，相关职能部门仍有
很多未竟工作要做。

慈善应该不只是给“巴比”面子
对于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的“慈善晚

宴”，中国富豪群体的反应非常奇怪：一方面，很
多受邀富豪都反复确认是否会在晚宴上被“劝
捐”；另一方面，陈光标却表示，将在死后向慈善
机构捐出全部财产，并以此作为“给你们两位先
生中国之行的见面礼”。

人人都在问“巴比行动”能给中国富豪带来
什么，其中最被公众期待的当然应该是他们的
慈善理念和慈善文化。可是，从这一正一反的
两类行为中，我们看到的却似乎主要只是“给面
子”。“面子”这东西终究是靠不住的，“巴比行
动”之所以能在欧美取得那么好的效果，我想肯
定不是欧美富豪给“巴比”面子的结果，而应该
是认同了其慈善理念与慈善哲学。

“巴比”在中国有面子，并不等同于慈善在
中国有面子。甚至恰恰相反，在“拼命挣钱，拼
命奢侈，拼命继承”的中国式财富文化里，“巴
比”之所以有面子，只是因为其巨额财富的缘
故，与此连接的则是奢靡生活与家财万贯的梦
想。因此，“巴比”越有面子其实慈善越没面子。

重要的是，“巴比行动”在欧美的成功离不
开富人之间基于相同文化传统与制度环境下的

“共同利益感觉”。与之相比，我们的慈善语境
则完全不同——共同话题都难有，更遑论心有
灵犀了。因此，富人无论赴宴抑或捐款，大概除
了给面子还是给面子——毕竟，陈光标只是一
个人。 舒圣祥

清理公考加分需要“大刀阔斧”
□晚报评论员 李记

盖茨能给中国富豪带来什么
5日，有着“中国首

善”之称的江苏黄埔再
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光标，在其公
司网站上刊出了致比
尔·盖茨和巴菲特的一
封信，陈光标在信中指
出，当即将离开这个世
界的时候，能够把财富
归还世界，是一种高尚
和伟大。所以，“在我离
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
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
是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
的全部财产。”（9月6日
《扬子晚报》）

社会需要陈光标的“裸捐”示范
陈光标的“裸捐”，让我们看到了陈光标对于财富的态度，对于慈善的态度。在他的眼中，财

富不过是社会资产的个人暂时拥有，而慈善才是个人价值的一个突出体现，尤其是对于那些掌握
较多财富的富人。因此，他无需把财富传递给家人，他相信个人的所作所为才是影响亲人的宝贵
财富。这种开放的视角和豁达的精神，是很多富人们所缺少的。

陈光标无法复制，社会不能也不会要求每个企业家、每个富人都像陈光标一样。但陈光标无
疑是一个耀眼的慈善符号，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慈善，什么是“达则兼济天下”的情
怀。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光标是可以复制的，因为他如此真实，值得每个人学习。希望陈光标的

“裸捐”可以引起舆论关于慈善的更深入讨论，让更多的人——无论是巨富者还是普通人，都把慈
善当成一种生活的常态。 李劭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