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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注

央企应用行动分享“全民储蓄”
□晚报评论员 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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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部分动车调整后
比特快车慢，铁路方面称方
便沿线旅客

网友发言

动车站站停，对于沿线小站的旅客来
说，的确多了一些出行选择。但卖的是动
车的票、收的是动车的钱，跑起来却比特
快车还慢，动车的性价比进一步降低，也
是有关部门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新浪网友
其实这个事情很好解决，参考武广高

铁的做法：比如沿途有10个站，但每小时
开出的动车停靠站台不同，第一趟除始发
站和终点站外，还停靠4、7、10站，下一班
停靠3、6、9站，再下一班停靠2、5、8站。
即每站的列车停靠数量增加，但每趟列车
的停靠站点并未增加。这样既可以兼顾
停站，也可以兼顾速度。 搜狐网友

话题：车船税法草案二
审，2.0以下排量税负不变

网友发言

一辆车从出厂到消费者手里已经征
收了增值税、购置税，已经体现了“车大多
缴，车小少缴”；使用的时候征收了燃油附
加税，又体现了“多用多缴，少用少缴”。
为什么还要按照排量再征税？

网友：天伦
按照新方案，排量2.0升以下、占乘用

车87%的车主的名义税负不会增加，并且
各档税负也基本上相当于车价的0.5%，全
国存量车船的车船税收入总额将与目前
收入基本持平。草案的这一修改，使广大
车主在最关心的问题上得到了较为圆满
的回答。 网友：声文

话题：交通拯救队索6
万元费用续，队长称转包获
救援资格

网友发言

车辆既然已经上了高速，缴纳了高速
通行费，那么在路上出的事故，理应当由
高速公路方面免费提供服务！网友：唔哈

我的疑惑是：把一起车祸的交通拯救
费抬高到6万元有什么依据？是“物价局
条例太落后”，还是交通拯救队太“贪
婪”？一个仅获得“普通货运”营业执照的
小商户，是从谁手里搞到“高速公路车辆
救援”资质的？ 网友：老黄牛

话题：女子买三张座票
在车上躺卧，无座老人想借
坐遭拒

网友发言

本来春运期间票就很紧张，很多旅客
连站票都买不到，她却买了三张票躺着，
其他旅客看到心里肯定会不舒服。

河南网友
其做法虽有争议，但无可厚非。三张

票都是人家自己花钱买的，怎么支配是自
己的事，让不让座是个人意愿。

北京网友
首先，站票座票一样的价格，本身就

是不合情理的。其次，女子涉嫌浪费公共
资源，理应受到谴责。况且，敬老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女子有三个座位都不肯
让出一个给无座老人，态度还那么差，确
实有些不近人情。 广东网友

医疗系统有必要去革除自身的陈弊，净化我们的医疗环境，在解决看病难问题上
更有作为。但在滥用药物这件事情上，如果我们意识不到问题的主要根源所在，缺乏
足够的执法跟进，以及必要的国民反省意识，而总习惯性地将这种责任强加于医者身
上，制造出现实在逼迫人们滥用药物的悲情，不但对医生们不公平，也可能使问题难以
得到正视和解决。 ——《中国青年报》

央企赚了那么多钱哪
去了？为什么全体国民没
有享受到央企的利润成
果？对于该质疑，国资委
副主任邵宁 22 日在国新
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

有资本收益就像是全国人民的一笔储蓄，不会
被企业内部人拿走，在需要时可以随时拿出
来。据悉，这是国资委近年来首度就此问题做
出公开回应。 （2月23日《新京报》）

说“央企利润是全国人民储蓄”，但不能
“光说不练”。国资委和央企必须拿出实际行
动，让央企利润切实转化为公众能够看得见、
摸得着的福祉。比如，近年来，舆论和公众一
再抱怨央企上缴红利过低，也许在短期内便将
央企上缴红利比例提升至40%～60%不太现实，

但是，可否采用制定时间表的方式，完成渐进
式的行动兑现？

再比如，邵宁在22日表示，央企高管的薪
酬水平对国资委和监事会来说是非常透明的，
央企高管的实际薪酬水平比社会上的同类岗
位要低，必要时可以向社会公开。既然如此，
国资委督促高管公开薪酬的工作，为何不早日
推进？为应对公众对高管薪酬“选择性公开”
的质疑，国资委和央企为何不建立公开、透明、
详尽的财政监管体系，全面接受媒体和公众的
监督？

还比如，邵宁在22日称，整体而言，央企大
概仅有45%的利润用来作为基数上缴红利；与
此同时，央企大部分的红利通过再投资，变成
了央企新的净资产。那么，在央企红利的投资
方向、投资效率方面，能否做到足够透明的信

息公开？有例为证：报道中称，近年来，众多央
企走向海外，但海外项目亏损事件频有发生。
邵宁表示，对于海外出现重大资产损失的事
件，国资委会查明原因，并追究相关企业负责
人的责任。那么，国资委能否尽快建立国有资
本监管机制，以让公众对“全国人民储蓄”保值
增值放心、安心？

总之，国资委要想彻底打消公众的忧
虑，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同时，关键还须用
公众能够体察、感知的行动，在提升上缴红
利比例、规范高管薪酬分配、监管国有资本
投资状况等方面，给出更多积极作为。目
前的情况是，当舆论的倒逼效用不足够强
大的时候，国资委及央企在提升自省、自觉
意识之外，恐怕还需相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
才行。

质疑亚运账本开了议政好头儿
今年广州市两会上出现了一个令人颇觉特

殊的议题，即对2010年广州亚运会资金投入的
质疑：一开始说只要 20个亿，到后来屡次改变
预算数目，向人大报告过吗？有没有尊重民
意？质疑还不算，有代表还提出了晒账本的要
求：“这个关乎政府公信力的问题，应该公开审
计。” （2月23日《羊城晚报》）

此议题的提出，至少可以让更多的人思考
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为

“面子”上的事情究竟可以投入多大的代价？要
知道，现在不少城市对这方面的投入乐此不疲，
而且往往不计代价。

对照一下不难发现，且不论广州市人大代表
们对亚运会账本的质疑本身是否有充分的依据，亦
无论将来审计的结果究竟如何，换言之，无论对广
州亚运会的资金投入的定性是奢侈还是节俭，这样
的议题本身都是极有价值的。这种议政角度值得

各地和各级代表委员借鉴，这样的勇气更是非常值
得褒扬和学习。敢于质疑亚运账本，对进一步提高
参政议政质量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儿。

迄至目前，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往往有一些
大手笔的政府行为令公众感觉出格，比如有些
城市修建公共设施以豪华为目标，连公共厕所
都讲究“星级”。这种行为的合理性，当然需要
代表委员们予以充分讨论。如果各级各地代表
委员都敢于直指问题、穷究根源，不必要的浪费
行为肯定会受到遏制，各级各地政府的执政水
平也一定会进一步提高。 郭之纯

开放公车私用不是最优选择
广州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苏志佳 2月

22日在参加“两会”分组讨论时，主动谈起广州
公车监管措施。未来，广州市公车将安装GPS
跟踪系统和身份识别系统，实行分级管理，经批
准非公务用车将采取有偿使用措施，试点单位

估算，拟按照每公里1.5~1.7元收费。
（2月23日《广州日报》）

有偿使用使公车私用获得了合法性的外
衣，但这不是最优选择。公车就是公车，其唯一
功能就是办理公务时使用，绝不能在收费的名
义下成为公私两用车。开放公车私用，本质上
是对于公车私用乱象的妥协和投机。

一辆辆公车，游走在公私之间左右逢源，纵
然以收费相标榜，但在公众的眼中，这样的公
车，其纯粹性和功能性已被污染：差不多已经等
同于大街上的出租车，唯一不同的是，这是专供
官员使用的出租车。

据此进行公车改革，能取得多大的成绩暂
且不论，重要的是，开放公车私用本身就是一条
歧途。它似乎标志着，地方政府对于正常框架
下的公车监管，已经失去了应有的耐心。其中
掩藏的巨大的伦理阴影是，仿佛只要收费，只要
能节约公车成本，无论什么样的措施，都可以拿
来使用。

可是，节约公车成本只不过是公车监管的
题中应有之义之一，远非全部。按照这样的逻
辑，如果开放公车私用有用，向所有人开放岂不
是更好？因为这就不仅能节约，更能盈利。然
而，我们能这样做吗？ 张若渔

要从本源上分析原因所在
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开始建设城市标志性

的大型公共文化设施。这些文化设施的共性
是：投资巨大，建筑主体求新求异，设备大多采
用国际先进标准。而与之相比，大众性的文化
资源配置却形单影只甚至长期缺位——某种意
义上说，我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并不是不爱读书，
并不是不爱科学，只是科普的人文环境氛围太
萧索。

在我们的邻国日本，博物馆、科技馆多如牛
毛，有国立的、私人的、民间社团的。最有意思
之处不在数量之多，而在于内容繁杂，五花八
门，为一部书、一幅画、一种民间小吃都能建博
物馆和科技馆。别小看这些不起眼的馆所，它
们不但是日本民族文化的载体，对传统文化起
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还在潜移默化中大大推
动了社会整体科普水平。反观我们，无论是科
普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宣传和社会推广，还是
对科普领域的财政投入，以及通过行政力量强
化公众对科学的认同和共鸣，都做得不到位。

当然，科学素质的高低不是一个独立的概
念，与文明程度的高低、公民意识的强弱“一脉
相承”，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仅为
3.27%，这足以说明——在从传统社会向公民社
会的转型跨越中，我们需要弥补很多“欠账”，尽
快提升科学素质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陈一舟

前不久，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
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
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
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
报告再次引起民众对科普的关注。

（2月23日《人民日报》）

和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相比，
民众的科学素养呈现出倒挂的态势。“3.27%”这
一数字说明，其一，我们的科普教育质量不高。
据悉，我国每年发行的科普图书已经达到2000
多万册，从数量上说，似乎并不缺乏。但已经

“高龄”的《十万个为什么》，目前仍然是我国最
热销的书籍之一。该书仍在畅销固然令人感叹
经典的魅力，另一方面，也暴露出现实中优秀科
普读物乏善可陈的局面。

同时，大众传媒在科普工作中的缺位也是
重要因素。美国成年人获得科普知识的渠道，
主要就来自媒体。而反观我们，在这方面做得
较少。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媒体所设置的科普
栏目，有严重的娱乐化倾向，张悟本等制造的伪
科学大行其道，民众的科学素养怎能大幅提高？

在我看来，要想全面提升民众的科学素养，
一方面要从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抓起，全
方位地培育民众的科学素养。另一方面，要通过大
力加强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大力倡导健康文
明生活方式等形式，坚决摈弃伪科学。 袁浩

科学素养与经济发展倒挂
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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