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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制造”
在国内也便宜起来

中国是全世界闻名的“世界工厂”。但尴尬的是，同样的产品，原产地的价格反而比
远涉重洋之后更为昂贵。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内需一直不旺。

据统计，在中国全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比重的21.3%左右，而发达国家则是10%
左右。是到了改变的时候了。一是改变税收体制，切实给国内企业减负。二是减少流
通环节的成本，减少运输费用。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国内商品价格便宜下来，让
老百姓消费得起。 ——《新京报》

河南省
报纸新闻
名专栏

六部门验不出一盘肉
不能为还是不愿为？

梁小姐怀疑商家用猪排代替牛排，当她
投诉到工商部门时，被告知需要到相关部门
鉴定该牛排确为猪排，工商部门才能进行执
法。梁小姐问了贵阳市 6个相关部门，没有
一个部门能鉴别牛肉与猪肉。

（3月9日《贵州商报》）
六部门验不出一盘肉，到底是不能为还

是不愿为呢？前者是技术问题，可以原谅，而
后者是态度问题，不可饶恕。从新闻来看，这
6部门的确没有鉴别的仪器，这似乎意味着，
六部门验不出一盘肉，是“不能为”也，或者说
是制度设置本身的问题，而与六部门无关。
这样解释，看起来合情合理，其背后忽略了一
个最为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六部门有没有尽
力？有没有想过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才是最
为核心的。 杨燕明

“零元安葬”只是看上去很美
武汉市石门峰都市陵园将于清明期间推

出零元安葬方式。零元安葬即环保花葬，园方
将为逝者集中立碑。（3月9日《楚天都市报》）

移风易俗从来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
人们的思想观念根本转变之前，这些所谓的

“零元安葬”根本就不会有多大的市场。而民
政部门推出这样的安葬方式，反而给人一种
掩盖矛盾、转移视线的嫌疑。

就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提倡“零元安葬”
不如降低墓地价格。墓地价格过于昂贵，几
乎是公众的共识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每个
城市外围，都有大量的、不适用于其他开发却
适用于陵园墓地的土地，墓葬价格仍旧降不
下来，根本原因在于垄断开发，指定安葬等殡
葬业弊端，如果这些弊端没有改变，其他一切
都是浮云。 苑广阔

福建企业家曹德旺透露，去年他
和儿子向西部五省捐款2亿元，但提
出“苛刻”要求：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
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管理费不超
过善款的 3%，远低于“行规”的
10%。曹德旺还组建专业监督委员
会对此进行监督，称若基金会违规使
用款项将按善款的30倍来赔偿。

（3月9日《广州日报》）

按照3%的占比计算，曹德旺这次向西部五省所
捐的2亿元，其管理费是600万元。也就说，每一个
2000元的“救命款”要送达一个贫困户，其成本是60
元。这样的成本，究竟是高还是低？算苛刻吗？

当然，按照行规（10%）来说，200元的成本才
不苛刻，才合理。但是，在曹德旺看来，他定出
3%的比例并非刻意“为难”基金会。因为他请专
业机构测算过，觉得600万元足矣。事实上：“3%
的比例并不低，后来他们不就做成了吗？”曹德旺
的这一“苛刻”行为，“已成为慈善家捐款透明又
经济的典范”，用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
的话说，就是——曹德旺开启了中国公益捐款的
问责机制，打造了全程透明的公益模式。

曹德旺作了个试验，开了个好头。曹德旺能
做到的，别人也应该可以做到。

有专家认为，曹德旺的成功，关键在于未计

入大量行政成本。因为，中国扶贫基金会隶属于
扶贫办，扶贫机构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分摊了
很大一部分执行费用。“如果没有扶贫系统，光靠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百来名工作人员，执行成本就
得扩大2~3倍。”

新闻说，为了摸清扶贫对象，扶贫基金会花
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我不禁感到奇怪：我们扶贫
扶了多少年了，各地政府差不多都设有扶贫办，
一个地方，谁穷谁不穷，谁需要救助，谁不需要救
助，当地政府应该一清二楚，否则，多少年的扶贫
工作又如何开展？既然如此，为什么一个企业家
的扶贫，不能借助于政府的行政力量？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曹德旺行善的低成本
运作，就是对当前高成本的公益事业的一次挑
战。同时也表明：“一些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
管理费用确有下调的空间。” 符玉瑶

最苛刻捐款是在
救助慈善本身

正常来讲，曹德旺在捐款中提出的
这些条件，本该是操作捐款的基金会
应该具备的最基本职责。而保证全程
透明，也应该是基金会给捐款人的承
诺。否则，人家凭什么把那么多钱交
给你管理？

可就是这些基本的要求，在基金会
眼中竟然成了苛刻条件，领导甚至胆战
心惊地签了单子，而且叫苦不迭地完成
这次捐款的操作。

基金会在操作上的不透明，在管理
上总是以领导或者以我为主的身份自
居，总会让人感觉这些捐款最终成了他
们给社会的救济。这对捐款人和被捐款
人来说，都是一种尴尬。

曹德旺的苛刻条件更像是在给我国
慈善事业提醒，他用既充当捐款人捐款，
又充当管理者提出管理要求的双重角
色，暗示我国慈善事业管理中存在很大
的角色迷茫。官方没有让慈善事业市场
化，导致了很多充满慈善的捐款，经过了
官方基金会的管理，降低了慈善味道和
信任感。

而这种慈善危机，已经引起了相关
方面的重视，民政部正在起草关于慈善
捐赠透明的指引办法。希望这个办法能
够让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为变得规范，让
慈善更加公开、透明，进而体现慈善事业
的福利本色。 万夫

曹德旺的“苛刻”告诉了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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