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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民声

高铁票价高
有“折腾”的因素吗

□水易寒（浙江）

由开通之初的每天 13趟减少至 2趟，南
京仙林站因此被喻为沪宁线上“最冷清火车
站”。近日，更有网友爆出，其实仙林站不算什
么，高铁紫金山东站才是朵“奇葩”，中看不中
用，建成就废。情况是不是这么回事？铁路部
门对此表示，这个站其实是南京南站与仙林站
的联络线站，不办理客运，是做停车调度用
的。然而，知情人士却说，主要是成本问题才
没有向市民开放。 （6月18日《现代快报》）

高铁紫金山东站“建成就废”，虽然铁路部
门人士欲遮还羞地称“该站没有准备办理客
运，是用来停车调度的”，但站里五脏俱全的候
车大厅、售票窗、开水室、洗手机、闸机，拆穿了
他言不由衷的谎话，这个站不开通的原因是因
为客流量不大，如果开通，肯定亏损。

江苏省铁路办相关负责人的解释更为
“高瞻远瞩”：紫金山东站是“经济据点”，小
站的存在需要时间。言下之意是今后周边
区域经济发展了，这个站正好派上用场，听
上去还有点类似下围棋占个先手的意思。

无论是“停车调度”还是“经济据点”，在
我看来，都是为决策随意导致浪费而盖的遮
羞布罢了。

其实，前几年高铁大跃进造成的浪费频
频发生。据媒体报道，一个自动洗面器
7.2395万元，一个色理石洗面台2.6万元，一
个感应水阀 1.28 万元，一个卫生间纸巾盒
1125元，最后组合成总价高达三四十万元的
整体卫生间……这些令人咋舌的价格，不是
来自北京、上海的某个高档别墅，而是来自
我们乘坐的动车。

因此，我建议，明年的国家审计署报告
里，应该重点审查高铁紫金山东站这个项目。

高铁的发展，既要符合高速铁路布局的
专业技术规律，比如站间距的设置，也要和当
地经济发展相契合，这种既无经济效益，亦无
社会效益的高铁紫金山东站，完全就是浪费
资源，最后的损失还得由全体纳税人买单。

今年77岁的陈君石，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
究员。在近日与北京媒体对话时，他一是强
调“科学家要说官员不敢说的真话”；二是认
为“公众希望政府什么都管，很多人把所有的
食品安全问题全部归因于政府监管失职，这
是不全面的”。 （6月18日《新京报》）

平心静气，不能不承认，尽管这位专家先
前对有关食品安全的一些发言遭到网友们

“拍砖”，但说食品安全问题不能全归于政府，
还是比较客观的。时至今日，谁都不难明白，
中国食品生产厂家的职业道德不提高，食品
安全就是一句空话。正如中国乳制品工业协
会理事长宋昆冈近日对媒体发表看法，认为
国内乳制品问题不断的根源不在技术层面，
主要还是职业道德问题。

谁的职业道德问题？显然指生产厂家。
陈君石就说：“我始终强调食品安全的第一责
任人是企业，如果企业不讲诚信，政府投入再
大人力物力，也监管不过来，而目前的社会舆
论是任何事情都该由政府负全部的责任。”

自己生产的食品是否安全，谁都没有厂家
清楚。然而，现在一些无良生产厂家常常利用
政府部门在管理方面的缺失，大发不义之财。

这种现象很能说明，食品安全问题既与
政府的管理有很大关系，同时也是整个社会
的问题，尤其是全民职业道德的问题。有人
可能会说，我只是个消费者，既不生产食品也
不销售食品，我有什么责任。是的，当你只是
个消费者时，食品安全问题没有你一点责
任。可如果哪一天你也生产或销售食品，你
还敢说你的食品安全没一点问题吗？

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那句中国几乎人
人耳熟能详的成语：“道不拾遗，夜不闭户。”
试想，在这样一种美好社会，即使没有警察，
你也不用担心财产安全。同理，如果全民的
职业道德普遍提升，人人都是职业道德的模
范遵守者，即使没有政府食品安全管理部门，
我们的食品至少也比现在要安全得多。

这样说，绝非要为政府管理部门开脱，更不
是要减轻管理部门的职责，正如陈君石专家所
说：“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但公众
的科学素养和独立判断力还远远跟不上。一些
指责政府的声音，哪怕说得不对也是好的。”

而政府管理部门也只有加强监督，完善
管理，依法对一些不遵守职业道德的食品生
产和销售者进行严厉处罚，如此这般，庶几可
将食品安全问题降低，再降低。

在6月16日举行的2012中国(北京)浙商
高峰论坛上，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
长周天勇推算，我国有能力为小微企业减税
8000亿到1万亿元。

周天勇教授是这样推算的：美国今年年
初发布的预算案显示，将划拨8000亿美元用于
创造就业和基建项目，而其中3000多亿美元将
用于从今年开始的减税等措施，3000亿美元占
美国总预算的近5%。目前，我国政府全部收入
已近16万亿，按照5%的比例，完全有能力拿出
8000亿到1万亿元用于给小微企业减税。

政府目前具体有多大能力为小微企业减
税，我们暂且不议。仅从周天勇教授以美国
财政预算做类比，就让人感到一丝无可奈
何。个中原因也无需多言，在目前的中国，如
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收税冲动就很不容

易，至于减税，则更是有些不着边际。
我当然不是对周天勇教授的减税动议心

生讥讽。实际上，无论从促进小微企业发展，
还是从保持宏观经济的动能，减税应该是唯
一具有长远价值的重要措施。

但是，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对于我国的经
济增长一直就存在抵牾。从道理和逻辑上，没
有人否认长远利益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问题在
于一着眼于现实，当前的急迫立刻就压倒了怎
么看都合理、必要的长远。急功近利本来贬义
再明显不过，可我们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将听上
去看上去不怎么美妙之事，论证得无比雄辩。

近日，央行降息以及房地产抬头，乃至此
前不久疯传的新4万亿计划，都引起了激烈的
争议。究其根本，都是围绕如何保持经济增
速。就此而言，减税以舒缓企业以及公众个人

的经济压力，不失为保持经济增长后劲的良好
举措。而且从具体的财政能力分析，中国各级
政府应该也有此实力。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剑阁就认为，如果2012年把财政
收入的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内，至少可以给
全国企业和居民减少1万亿元的负担。

可是，目前所传出的信息却是各级政府
普遍缺钱。近来地产业有抬头再热之势，根
源就在于施行了几年的地产调控，使得土地
财政出现危机。我个人认为，地产宏观调控
让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出现危机，情况应当
属实。但很不幸的是，土地财政危机恰逢经
济增长下滑，如何稳增长成为当前各级政府
的首要考虑，在此形势之下，减税以给经济注
入动力，远水难解近渴。说白了，我不相信减
税会成为首选的经济政策。

热点话题

职业道德不提高，食品安全成空话
□晚报评论员 闵良臣

社会关注 减税在当前有可能吗
□徐冰（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