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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见A04版

公众为何不满“月饼税”

中原时评A02 本版电子邮箱:wywywy7591@163.com

话题：慈善机构公信力
下降并非媒体报道催生

网友发言
慈善机构缺乏监管，里边“猫腻”太

多，老百姓不放心，这些才是中国慈善公
信力下降的根源。 网友凝霜红枫

先把问题查清楚再出台法规。不论
涉及什么人，一查到底，并公开查处情况，
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慈善机构“改邪归正”
的决心。不要以为出台个法规就把前面
的问题盖住了。出国学习外国慈善，花费
不少，学到啥了。 网友wangying

郭美美事件不应该就此结束。背后
的“黑幕”呢？做慈善应该有个资格考核，
不能让伪君子败坏了慈善事业的名声。

网友火蚂蚁

话题：婚姻法新解释引
发多种误读 可能改变国人
婚恋观

网友发言
稳定的婚姻是没有必要讨论这个问

题的；不稳定的婚姻，讨论了也没有用。
在你嫁娶的时候，首先想房产的问题，那就
是说你没有准备好嫁娶，没有准备好结什么
婚吗？简直是“头昏”。如果一个男人真爱
自己的老婆，不要说房子，就连性命都可以
付出；反之，斤斤计较房子，那就有可能喜欢
的只是你的美貌。如果一个女人真的喜欢
男人，房子又算什么？ 网友农夫

只要夫妻真情在，双方共同努力，什
么都会有的。只有夫妻双方共同努力得
来的财产才是最幸福的！ 网友cjldx

话题：大三男生斑马线
撞人后疯狂逃逸 称赔100
万私了

网友发言
这个事件告诉我们，技术进步与道德

的提高应该同步。中国一部分人在短时
间内有钱了，属于暴富，但道德“储蓄”依
然贫穷。让野蛮掌握了高科技，文明离死
亡恐怕就为期不远了。 网友小雅九如

估计这个大学生家庭的金钱观很重，
认为凡事都可以用钱摆平。请你珍惜自
己和他人的生命。有钱也不能置别人的
生命于不顾。 网友明明很帅

这孩子的父母也应受到指责，驾照都
没拿就给孩子买车，这不是害他吗？现在
的大学生在学校学的都是什么啊？是在
学习吗？ 网友乐儿妈

热点话题

河南省
报纸新闻
名专栏

处于城乡接合部的珠海市湾仔街道辖区面
积27平方公里，却有八成是山地；设有6个社
区，却只有一个成熟的小区，“甚至没一条街道
看上去是美的”。他们如何搞好“创文”，如何参
与“净畅宁美”行动？最根本的经验是，他们确
定了“为人民管理城市，而非为城市管理人民”
的理念。 （8月29日《珠江晚报》）

如果我们孤立地看“为人民管理城市”这句
话，简直是一句毫无新意的口号，甚至成了不着
边际的“高调”，几乎不具有实质性意义。但是，
当和后面这句“而非为城市管理人民”的话对
照起来，这句话就有了更新更深的含义，简直具
有震聋发聩的作用。过去，不少地方的城市管
理总会引起市民反感、不满，现在终于找到了根

本的原因：原来，他们号称的“为人民管理城市”
其实是“为城市管理人民”。

湾仔街道是怎么实践“为人民管理城市”
的？湾仔要为人民管理城市，由于硬件设施与香
洲区其他镇街存在差距，所以湾仔不能为了硬性
攀比，使居民付出不必要的代价。所以要因地制
宜，向居民征集意见，鼓励他们参与到城市管理中
来。湾仔街道办陆续组织了多场群众论坛，向群
众征集治理意见；中小学则进行“捕捉垃圾虫”专
题活动图片展览；在学生家长之间，则开展了“大
手牵小手，共创文明街”的宣誓签约暨植树活动。

这样看来，“为人民管理城市”和“为城市管
理人民”的根本区别有两点：一是“为了谁”。我
们管理城市的目的，是为了市民的生活幸福、方

便，还是为了城市的形象、官员的政绩。二是
“依靠谁”。就是说，城市如何管理，究竟是由谁
说了算？城市管理要达到什么目标，如何进行
城市管理，都由市民说了算，这就是“为人民管
理城市”；反之，城市管理的目标和手段都由官
员说了算，官员“代民做主”，市民都必须服从官
员的“运动”，这就是“为城市管理人民”。这两
种根本对立的理念，最根本的标尺就是能否坚
持“以人为本，以民为主”。

应当看到，把“为城市管理人民”改为“为人
民管理城市”具有广泛的示范意义。而且，这样
一个规则简直适用于全国的一切城市，无论天
南地北、规模大小，都应该坚持“为人民管理城
市”，摈弃“为城市管理人民”。

“为人民管理城市”
□殷国安（江苏）

“月饼税”有着征收的法律
依据，即税法规定“个人取得的
应纳税所得，包括现金、实物和
有价证券”。其征收的理论依
据无疑是：作为一种福利，月
饼、月饼券或者有价证券，是劳
动者的一种劳动所得，是个人
收入的一部分。

显然，这个理论依据是不
合情理的。更多劳动者和专
家，更倾向于月饼、月饼券或者过节发放的有价证券，是单位对员工
的一种感谢和激励，一种沟通与交流方式，一种节日期间增进感情
的做法。其理应不被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或者至少应该被视为免
税的范畴。

“月饼税”的强制征收，其实只不过是中国目前税负过多、过重、重
复等弊病的一个缩影。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国家相关税收法
律和政策建设的滞后性，无法适应时代发展和进步的要求，无法与国
家执政总体形势相配合，无法做到以民为本。以“月饼税”为例，本应
被视为免税甚至不征税的范畴，之所以征收，一方面是国家财政依赖
税收，税务部门不愿意放弃既得税收项目；另一方面，无疑是税法的不
完善与诸多不合理性规定无法及时被修改，致使不合理也不合情的

“月饼税”仅仅因为合法性而强势存在。
国家经历了初步发展与财富积累之后，已经到了需要让利于民、还

富于民、藏富于民的阶段。在这样的总体形势下，国家税制与税法，无疑
面临着一系列必要的改革与修改，以便与经济发展形势，国家进步要求相
适应。 刘鹏

“月饼税”不过
是重税的一个缩影

始终把焦点关注在“月饼税”合不合
理，是不是因为税感过重引起焦虑，很容易
放跑“月饼税”焦虑背后的真问题。

“月饼税”早在几年前个人所得税有关
法律法规实施修改之时就开征了，换言之，

“月饼税”已经存在多年，而且媒体报道了
很多。但是，在几年前“月饼税”开征之时
也没有引起今天这么大的争议，这实际上
就足以说明“月饼税”的核心问题根本不
在征税上。

公众不满“月饼税”，以为“月饼税”是新征税目，事实上恰恰说明国
人对个人所得税相关法律法规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单位发放的实物福
利需要交纳个税，而且还是被动纳税。当然，前几年开征“月饼税”没引
起焦虑，而开征几年后引起焦虑，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今年个税起征点
调整没有达到公众的预期，公众对个税起征点调整方案意见很大，“月饼
税”充当了公众不满个税修订的靶子。二是当下物价高涨，公众消费生
活开支不断增加，对于这些小钱越来越看重，“月饼税”实际上又是公众
不满物价高涨生活的靶子。

其实开征“月饼税”是我国个税进步的体现，是为了防止公民逃税的
有效措施，是针对过去很多单位发放实物福利而逃避个税的办法，是不
得已而为之。换个角度思考，假如“月饼税”不用交纳，意味着单位发放
的任何实物福利都不用交纳个税，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笔者认为，“月饼税”等实物福利就该纳个税，而且不只是合法，更合
情合理，就是要以此杜绝以实物福利而逃避纳税的现象。另一方面对于
实物福利，作为员工有权拒绝，企业不能强制发放，而且应鼓励单位发放
现金，而不是发放实物福利。 何勇

安检升级，服务更要升级
8月28日，国内机场安检突然升级，增加开

箱检查率，并随机安排旅客脱鞋、解裤腰带接受
检查，造成安检口大批旅客滞留，部分旅客因此
误机。机场工作人员表示，此举是相关部门统
一部署，可能持续到9月7日，在此期间，旅客应
尽量提前到达机场，以免耽误行程。

（8月29日《新京报》）
安检升级，检查速度变慢，旅客等待时间延

长，这是可以预料的后果，对此，机场和航空公
司理应提前通知旅客，提醒他们提前到达机
场。旅客购买机票一般都留有电话，提前通知
并非难事。但是，旅客对安检升级事先并不知
情，仍按正常时间赶往机场，导致排长队和误
机。在这个过程中，旅客毫无过错，却承担了损
失，显然不公平。

既然没有提前通知旅客，机场理应开通更
多安检口，增派安检人员，以尽量缩短旅客等待
安检的时间，这是应急常识。但很多机场并没
有这样做，旅客着急上火，机场安之若素，依然
按部就班，致使旅客要等待近一个小时才能通

过安检，不误机才怪。
安检升级而机场、航空公司的服务未能随

之升级，这个问题在奥运会和世博会期间已经
显现，旅客就此提出过不少意见和建议，现在看
来问题并没有解决，一些机场、航空公司的应急
响应不及时，应对措施不得力，其根源在于他们
坐北朝南的积习难改，缺乏足够的尊重旅客权
益的意识，所以，首先要升级的是机场和航空公
司的服务意识。 浦江潮

浪费源于虚荣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商家瞄准时机，纷纷

推出各式各样的月饼礼盒。过度包装这个长期
存在于食品、化妆品等领域的“老大难”问题再
一次引起社会的关注。过度包装现象是愈演愈
烈还是有所减少？消费者买单包装，是无奈还
是必然？何时才能彻底告别过度包装？

（8月29日《新闻晨报》）
一瓶五粮液酒辅以180克千足金的盖头和

底座竟然标价29万多元；一盒600克的榨菜配以
一套纯银碗筷的包装之后叫价2200元；一盒普通

的月饼配上所谓的银勺银匙要价数千元……
层出不穷的商品过度包装，直接催生出一个新
名词：中国式浪费。

商家之所以对商品的过度包装无限追捧，
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是过度包装的背后有着诱
人的市场暴利；二是过度包装有着巨大的市
场需求。可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对于商品
过度包装的感情却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消费
者明白无论多么奢华的包装，都是羊毛出在
羊身上，最终还得自己为这种华而不实、重

“椟”轻“珠”的商品买单；另一方面经过奢华包

装的商品，确实给自己长了面子，满足了自己的

虚荣心。

所以说，要避免“中国式浪费”，铲除商品过

度包装的土壤，一方面需要政府完善强制性标

准、加强监督和执法力度，通过法律和行政的手

段强制商家放弃过度包装；另一方面需要扭转

社会风气，需要消费者摒弃攀比、虚荣、好面子
的消费心理。在内因和外因的双重作用下，才
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中国式浪费”，扭转商品
重“椟”轻“珠”的市场乱象。 苑广阔

应鼓励单位发放现金
而非实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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