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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平抑菜价应选准发力点
目前我国从事农产品蔬菜流通的企业需缴

纳17%的增值税，取消这项税收将降低相关企
业成本，有助于降低蔬菜价格，让利于民。当
然，指望这项政策立竿见影地平抑菜价也不现
实，因为免去增值税主要是对蔬菜配送公司有
帮助，而对蔬菜批发商则影响不大。菜价高主
要是昂贵的物流成本和摊位费所致，免去增值
税并不能动这两项费用一根毫毛。多年以来，
我国的物流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在物流行业的
成本中，过路费又占到物流直接成本的30%到
40%。蔬菜依赖公路货运，居高不下的油费和公
路收费成为推高成本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
运菜者还要应付沿途不良执法者的乱收费和乱
罚款。在负担了合法的物流成本和不合法的乱
收费之后，菜价想不涨也难。

——《北京青年报》

语文教材应由谁来编
近日,某作家针对当下中小学语文教育存在

的一些弊病，撰文《对抗语文》，称要让孩子读到
世界上最好的文字。一些高校学者、小学老师、
儿童文学作家纷纷加入到“对抗语文”的行列。

“对抗”的原因之一，是认为当下的语文教育过
度强调道德教化作用。在笔者看来，中小学语
文教材不妨由国家权威教育部门来组织编写，
汇集最好的教育家、文学家，遴选出一流的编写
团队，编出权威的教材。某媒体曾搞了一个小
型调查,参与投票的113人中，有76人投票支持
全国统一教材。只有真正优秀的教育家和文学
家并肩作战，才有可能实现把道德教化寓于文
学性中，并在操作层面体现出来。

——《光明日报》

不妨搞个合作建房“试验田”
温州商人赵智强率领律师团队进京，宣布

已看中两块地，拟寻找合作者共同出资拿地、建
房。5年前，其曾在温州老家运作合作建房，现
在即将收尾。对于合作建房，公众最关注房
价。如果合作建房的成本真的能够达到市场售
价的四成，我看不妨让人试一试，搞一块“试验
田”，一来让住房建设成本见见光，二来如果可
行，高房价和住房难的问题可能得到缓解。个
人合作建房合情合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住房
问题突出的国家来说，就更需要。而目前的制
约因素主要在政策层面，如拿地、办理房产证等
问题，政策能不能给开一扇门。不管怎么说，实
现“居者有其屋”既然是坚定不移的目标，就不
应该把个人合作建房挡在门外，它可行不可行，
起码让人试一试吧。

——《广州日报》

在“讨薪诗”背后
近日，网名“讨薪寒”的重庆籍农民工在微

博上连续发表多篇讨薪文章，引发众多网民关
注。网友将“讨薪寒”发表的讨薪诗称为“讨薪
体”，他本人也被称为“网络讨薪”第一人。刘仲
凡是幸运的，因为率先采用了“微博讨薪”，所以
他的遭遇引发了媒体和公众更大的关注，也就
为其欠薪问题的最终解决带来了更大的希望。
但是从整个农民工群体来说，“微博讨薪”的出
现，不但不是幸运，更多的则是一种悲哀。因为
它预示着，继以前的“跳楼讨薪”、“下跪讨薪”等
之后，新的讨薪方式又横空出世，这也就意味
着，这些年来农民工群体被欠薪问题仍旧没有
得到根本解决。

——《合肥晚报》

铁路部门发布消息，2012年1月1日起所有旅
客列车都将实行实名制购票、验票、乘车制度。12
月22日起电话订票，12月23日起互联网、代售处、车
站窗口购票的旅客均须凭证购票。

（12月21日《京华时报》）
先是让公众呼吁多年的网络售票成真，

紧接着可以更大限度实现公平售票的火车票
实名制也成了现实。看来，咱们是真的应该
对铁道部赞一个了。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
对火车票实名制叫好的人不少，但选择仍旧
当“老不信”的人也不在少数。

笔者认为，火车票实名制之所以仍然遭
遇“老不信”，主要是沟通出了问题。因为火
车票实名制在印度、泰国、丹麦等地的执行效
果都是不错的。咱们的火车票实名制不仅仅
是购票实名制，还要配合验票实名制。重点
列车全部实名验票，其他车次进行抽检，而
这如果落到实处的话，还怎么倒票？

这让笔者想起了铁道部前新闻发言人
王勇平，或者说对王勇平很是怀念。笔者当
然不是说想起王勇平曾经一再表示火车票
实名制不可行，而是怀念王勇平与外界的沟
通。相信不少人都知道王勇平曾经是铁道
部的新闻发言人，但自从王勇平因某种原因
离开了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位置后，现在有

几个人能够搞清楚目前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
是谁？而真正麻烦的是，现在铁道部似乎已经
放弃了和外界及时沟通的做法。比方“2012年
1月1日起所有旅客列车都将实行实名制购
票、验票、乘车制度”，这对普通公众来说，绝对
是一件大事，但铁道部似乎连一个正规的新闻
发布会都懒得开，根本就不作任何解释。而此
前实行网络购票的事情似乎也是如此，给他们
看得上的媒体发个通稿，似乎一切就都万事大

吉了。关于2012年春运的事情铁道部又是
怎么和外界沟通的呢？

说实话，笔者对王勇平离开铁道部新闻
发言人位置的真正原因并不太了解，似乎是
和那个“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有关。
但不管是说错了还是说对了，王勇平很多时
候都能够及时地和外界沟通却是肯定的。不
知道如今的铁道部到底是吸取了什么教训，
竟然主动切淡了和外界沟通的渠道。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
天勇近日说，他到江浙、广东特别是浙江的一
些小微企业去看过，确实生存很困难。由于
社保费率占工资的50%，再加上所得税等，现
在90%的企业不偷税漏税就有可能倒闭。

（12月21日《新京报》）
90%的企业不偷税漏税可能会倒闭，这样

的经济环境令人忧虑。联想到前段时间媒体报
道我国公路运输“如果不超载，根本没利润”的
现状，说明我国的经济运行，在一些方面确确实
实存在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切
实解决，势必阻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通过这些年的发展，我国民营企业已经
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集

聚容纳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仅此一项就
足以证明其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民营企业在艰难的环境中痛苦挣扎，实际上
反映了我国劳动市场存在巨大风险。就业风
险就是社会稳定风险，企业“不偷税漏税会倒
闭”的发展障碍必须尽快纠正。

我们知道，目前许多中小民营企业，没有
按照规定为员工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
社会福利。人们原以为这是老板贪得无厌，
故意剥削员工，现在看来老板也有难言之隐，
真的按照要求落实了，老板就要“关门大吉”，
大家也都要失业。而众多员工社会福利没有
保证，给社会带来的只能是不稳定隐患。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指出，我国1000

万中小企业，3000万个体户，每个中小企业增
加几个人，就是好几千万人，每个个体老板找
一两个亲戚帮忙，解决了几千万人的就业。
就业增加了，生意好了，国家的税收又回来
了。国家税收何必操之过急，竭泽而渔呢？

看来，减税让利，不仅是国家经济转型
的迫切要求，更是纠正不良经济，确保社会
持续发展的需要。不论是“不超载没利
润”，还是“不偷税漏税会倒闭”，都反映了
我们经济管理的无序和短视，严重背离了
经济发展规律。这些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
发展，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并会给社会稳
定带来很大风险隐患的管理模式，绝不能再
坚持下去。

应改变企业不偷税漏税就会倒闭的现状
□陈豫川（河南）

火车票实名制让人怀念王勇平
□刘兵（哈尔滨）

百货购物，超市免单
新玛特郑州总店圣诞活动系列之一

本周末就是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大商
新玛特郑州总店在 12 月 23 日、24 日、25
日为大家推出了一道丰富的购物盛宴：购
物满 300/600/1000 即返 150 元超市券（郑州
市区 5 家超市使用）以及 1000 元娱乐券。
据悉，此次返券力度为全年最大，等同现
金，相当于全场低至五折活动，且是今年
最后一次，郑州总店将拿出近千万元的超
市券回馈广大消费者。

鄂尔多斯2011年最后一次大型展卖
新玛特郑州总店圣诞活动系列之二

“2011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专场活动，
于 12 月 23 日~28 日在新玛特郑州总店进
行。届时，全场新款冬装八五折。

折后刷大商团购卡（购物券）满10000元
再送 3000 元礼券（1000 元品牌购物卡+1000
元大商品牌券+1000元超市现金券），然后再
赠送价值2680元的品牌子母蚕丝被一条；折
后刷大商团购卡（购物券）满 39999 元即送
12000元礼券（4000元品牌购物卡+4000元大

商品牌券+4000元超市现金券），再赠4799元
的联想高级笔记本一台。

罗莱床品年度巨献，全场低至一折
新玛特郑州总店圣诞活动系列之三

罗莱家纺辞旧迎新，也推出岁末大巨献，
罗莱准备了万余件价值千万的货品，全场货
品一折起，千件枕套低至 9元、800件枕芯低
至 69元、1000件被罩低至 99元、四件套低至
268元（每天限购80份）……

晚报记者 王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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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玛特郑州总店：一次消费，埋两次单！

广西临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副局长
李富得醉酒驾公车交通肇事将阳某父子两人
撞伤，其中父亲被撞成植物人，临桂县财政

“借款”133万多元给县住建局，帮该副局长交
通肇事“埋单”。

（12月20日中国新闻网）
这个案子，有两个“看点”：其一是李富得

被判的居然是“交通肇事罪”，被免予刑事处
罚。这不得不让人怀疑，“醉驾入刑”到了官
员身上，就不适用了？其二是李富得的赔偿
款居然由临桂县政府先行垫付，试问，公共财
政可以如此随意帮官员“善后”吗？

李富得之所以只被判了“交通肇事罪”，
原因在于他与受害人家属达成了民事赔偿协
议，取得了对方的刑事谅解。当然，我国司法
的确存在刑事谅解一说，其体现的是宽严相

济的司法原则。但是，刑事谅解仅仅是量刑的依
据，本不足以改变罪名的性质。而且，新的《刑法》
修正案已经明确规定醉驾入刑，且无需考虑情节
轻重程度。也就是说，司法对此并无自由裁量余
地，裁判标准亟须统一，刑事谅解在此应该不适用
才对。总之，该案的判决，委实难以服人。

另外，该县财政之所以如此慷慨，首先是
因为时任县长签了字，称“情况特殊”，而且李
富得的个人房产也做了抵押，约定拍卖所得
将归还财政——有抵押，有担保，财政垫付也
算是考虑到了风险。但这终究是个笑话。譬
如县长所谓的“情况特殊”——今天，下属有
难，需要财政帮忙，是“特殊情况”，明天，领导
有私事，需借用财政来调剂，也是“特殊情
况”，长此以往，财政就成了私房钱，开支是否
必要，情况是否特殊，就看领导自己的意愿

了。再比如这抵押吧，该县住建局有所谓的
追款责任，但从肇事案发生日即2010年10月
5日，再到如今，一年多过去了，住建局也没有
什么表示。根据报道来看，这笔“贷款”似乎也
没有清偿的期限。就算披着借款的面纱，也是
破绽百出，更何况财政怎能变成私人借款？

如果类似案件也能遵循如此轨迹，司法
放行，财政埋单，官员醉驾，想入刑都难。当
然，如果司法不放行，财政不埋单，后果将很
严重。一旦真的醉驾入刑，李富得不仅可能
要被刑拘，而且一旦有了刑事案底，李富得可
能接下来要面临被开除公职的处分了。问题
恰恰在于，公职能否保留，往往考验着司法裁
判、行政问责能否对官员动“真刀真枪”。在
这个利害关头，财政能变成银行贷款，也许也
就不足为奇了。

公众质疑
司法、财政岂能为醉驾官员“护航”

□肖畅（武汉）

王成喜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