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一个月，围绕塌桥事件的纷纷扰扰，折射了专业与常识、情感与理智的冲撞，如何
正确看待，理性的态度很重要。这正如北京市市政专业设计院原总工程师所言，不能什
么都是豆腐渣工程，不是就不是。尽管有关方面对于工程质量还需进一步回应质疑，但
从目前已经暴露的问题来看，“超载”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4辆超载车同时右行的“偶然”
背后，隐藏着普遍的现实问题和安全隐患。司机超载固然有责任，但更为重要的是，对于
独柱墩设计的特殊桥型，“不能靠右走”这种特殊常识为何没有宣传普及，管理部门为什
么没有在桥头加装任何标志，疏导或者警示载重货车的行驶方式？事实上，不只在哈尔
滨，这几年在内蒙古、山西、浙江等地，重车靠外侧集中行驶，屡屡成为独柱墩设计的最大
杀手，对这一问题的意识和防范，显然还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 ——《京华时报》

面对超载
国情，需从源头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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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
“节日税”有点“不合时宜”

根据税务部门的相关解释，个人在国
庆、五一等法定节假日加班所取得的两倍或
三倍加班工资，不属于可免征个税的补贴、
津贴，要依法纳税；过节费属于工资、薪金所
得，应该按当月工资、薪金所得纳税；除依法
提留的福利费或者工会经费中支付给个人
的生活补助费外，其他福利收入，包括实物
等，均应折合成现金收入后纳税。中秋、国
庆有着特别意义，彰显善意的惠民举措，自
是多多益善。节日期间获得的加班费、过节
费和福利收入，同样体现了国家善意的关
怀。可越是甜蜜的时候越容易出现不快，这
一切，因为一个“节日税”大打折扣。在这样
的举国欢庆时刻，不合时宜地收取“节日
税”，这不是在给民众心里添堵吗？

我 国 第 一 艘 航 空 母 舰——“ 辽 宁
号”，在按计划完成建造和试验试航工作
后，25 日正式交付海军。在航空母舰问
世将近百年之际，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人口最多的国度，中国终于拥有
了自己的航空母舰。

中国拥有1.8万多公里海岸线和300
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自1840年鸦片战
争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
民族遭受来自海上的入侵就有470余次。

人民海军的建立和壮大，结束了中
国有海无防的屈辱历史。经过63年的建
设，人民海军已经初步发展成为一支多
兵种合成、具有核常双重作战手段的现
代海上作战力量。

然而，长期以来，在联合国安理会 5
个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中国没有航空母

舰；在亚洲，一些周边国家也在中国之前
有了航空母舰。21 世纪是海洋世纪，海
洋已成为国家利益拓展的重要空间。对
中国来说，发展航空母舰的必要性和合
法性不言而喻。

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
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
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这一点，绝
不会因为拥有航母而改变。

2009 年 4 月 23 日，中国国家主席胡
锦涛在会见参加人民海军成立60周年庆
典活动的各国海军领导人时郑重指出，
不论现在还是将来，不论发展到什么程
度，中国都永远不称霸，不搞军事扩张和
军备竞赛，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
胁。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内的中
国军队，永远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

发展的重要力量。
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世界和平作

出的庄严承诺。实际上，中国国防和军
队建设的和平意图，不仅体现在政策宣
示上，更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在有核国家
中，中国是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的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
中国是累计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
家；构造和谐海洋，中国海军积极参加国
际护航行动，先后为近 5000 艘中外船舶
提供了安全保护，并多次完成与外军联
合护航、联合演习、友好访问等任务……

当中国终于有了第一艘航空母舰，
世界理应坦然接受。因为，坚持走和平
发展道路的中国，将一如既往地为促进
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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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和平与正义的强大力量
□新华社记者 曹智、李宣良

开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中国科技大学计
算机学院的大三学生小伟并不担心这个学期
的伙食问题，因为学校已经在 6 月份“偷偷地”
给他的卡里汇去 3个月的生活补助。这是中国
科技大学正在实施的“隐形资助”制度所带来的
好处。 （9月25日《工人日报》）

长期以来，有关方面对贫困学生扶助的主

要程序，包括学生申报、部门审核、公示监督、公
开发放等数个环节，不少地方还请媒体广为报
道，鼓励更多人奉献爱心。这样的操作程序，把
贫困学生“主动申报”作为基础，把社会“广泛监
督”作为保障，似乎公开公正，但其负面效应也
广受社会诟病。

与习惯做法不同，中国科技大学实施的“隐
形资助”制度，着力点在于校方的“主动作为”和

“隐私保护”，成功地解决了扶助贫困学生的实
际问题。报道介绍，该校是通过校园的“一卡
通”，对学生就餐情况按月进行统计分析，对每
月就餐次数在60餐以上，平均每餐费用分别在
4.0 元和 3.7 元以下的男、女生进行动态援助。
按照这项制度，需要援助的学生不用自己申请，
学校会主动给予每月一定的生活补助。显而易
见，这样的操作程序，不仅保证了扶助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更因为有了大量“隐形”状态下调查
数据的支撑，以及动态的援助管理，而确保了扶
助的公正性。 徐娟

卫生部发布通知，要求深化城乡医院对口
支援工作，进一步提高县级医院医疗服务能
力，争取实现 90%的病人看病就医不出县域等
目标。 （9月25日《京华时报》）

现在医疗卫生领域，确实存在百姓看病“贪
大求洋”：大医院扎堆求医，小医院门可罗雀。这
样一种现象，不仅极大地浪费了医疗资源，而且
加剧了“看病难、看病贵”，增加了看病负担。然
而，这样一种现象，单纯指责患者是没有意义的，
其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医疗资源配置极度不公
平，优质资源几乎都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

卫生部要求“九成病人不出县”，积极的理
解，应该是希望促进基层医疗水平的提高，改变

当前医疗失衡的局面。但要看到，权力行事常
常无视规律，不按常理，只求简单直接，不求治
本长效。一旦对“病人不出县”提出要求，特别
加上九成的数字限制，很可能演绎出权力的“独
角戏”。比如说，有没有这种可能，为确保“九成
病人不出县”，有地方限制病人转院？现行的医
保制度，已经通过对报销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
干涉“病人不出县”。一旦“九成病人不出县”成
了硬性要求，那么医保特别是新农村合作医疗
这一块儿，就可能进一步倾向本地就诊，甚至对
转院进行各种各样的限制。如果因为“九成病
人不出县”的硬性指标而导致有些病情被耽误，
那则是对生命的犯罪。 毛建国

不必强求“九成病人不出县”

期待“隐形资助”成为扶困济弱的榜样

新京报：
景区降价，也要降得明明白白

景区票价变更关涉公众切身利益，属
于重大公共决策，票价上涨需要谨慎，要讲
程序，票价下降同样应讲程序，一句话，涨
要涨得明明白白，降要降得清清楚楚。票
价上涨时，各地多会开听证会，票价下降，
听证会要不要开？这么说，不是反对景区门
票降价——不少景区的门票价格高得离谱，
早该降了——而是说，不履行相关民主决策
程序的降价，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对民众单方
面的施惠，降多降少，民众只能被动接受，而
无权置喙。没有了程序设置，今天可以为了
政绩等需要给民众一点实惠，但明天出于经
济利益，又可以涨回去。降价的随意必然意
味着未来涨价的随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