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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说

9月 30日，隶属湖南衡阳的耒阳市在耒阳党建
网上，贴出 51 位干部的任职公示公告，称将在 9 月
29日至10月5日受理举报。由于恰逢长假，这一公
示的时间安排被指“心虚”。对此，耒阳市委组织部
工作人员称，拟任职干部9月29日刚走完程序，而换
届选举日早已确定，为不影响换届选举，只好在这几
天公示。 （10月8日《南方都市报》）

按照耒阳市相关方面对媒体的回应，“假期任
职公示”是符合要求的，是为了大局不得已而为之
的，是在特殊情况下已经最大限度实行了公开的。
可是，这些看似有理有据的回答，悄悄绕过了一个
问题——如此公示符合干部任职公示的初衷吗？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2000年印发的《关于推行
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的意见》，实行党政领导干
部任前公示制，是为了“广泛听取群众的反映和意
见，再正式实施对干部的任用”。其重要意义，是拓
宽民主渠道、提高群众参与度，既让拟提拔的干部要
过群众关，又对推荐干部的领导同志形成约束，还对
其他干部起到提醒和鞭策的作用。

由此可见，一个地方要进行任职公示，其最起码
的出发点，就是要想办法“广泛听取群众的反映和意
见”，其中即包括了为此而努力创造条件的应有之
义。可显而易见的是，“假期任职公示”折射出来的观
念问题，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其间有无猫儿腻——某些
地方的选人用人，还是没有把群众的参与视为有益的
助力，甚至还在把群众监督看作添麻烦。 李辉

倾听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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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8天的中秋、国庆长假终于结束，若说这
个长假什么给人的印象最深刻，显然非“堵”莫属。

无须讳言，今年推出的高速公路长假期间
免费通行的惠民政策，对于拥堵有着直接的关
系。一项惠民政策却造成这样的局面，这样的
政策究竟是该继续保留还是废除？

就经济规律而言，当价格信号失去作用，必
然导致对资源的滥用。高速公路长假期间免费通
行却导致大拥堵，看上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有人甚至声言，此项惠民政策完全是一个愚蠢透
顶的决定，因为天下绝对没有“免费的午餐”。类
似于高速公路免费这样所谓的“免费午餐”，在得
到便宜的同时，付出的却是高昂的时间成本以及
出行拥堵，甚至，还有公路建设延缓的后果。

就事论事，这种理论完全有道理。在此项
政策刚刚推出以及长假之前，就有不少经济学家
预言了这样的后果。例如经济学者胡释之就指
出：“即将到来的巨大拥堵是可以想见的，高速路

变身停车场是可以想见的，我担心最后甚至会超
出大家预期，发生灾难性后果。两年前，广州在
亚运会期间搞地铁免费，没搞几天就发现免费的
代价非常巨大，乱成一团糟，不得不赶紧叫停，因
为已经不是要钱，而是要命的问题了。”

当然最著名的还有茅于轼。有网站拿出了
他1997年的文章《永不堵车》。茅于轼在这篇文
章里写道：“马路上堵车，说明道路的供应和需求
脱节。说到底是价格没有起到作用的结果。要
想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看，必须使价格恢复
在道路供应和需求中应起的作用。用别的办法
或许也能解决堵车问题，但必将导致资源配置的
扭曲，必将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从经济学原理上，这些经济学家所言没有
任何问题。按照标准的经济学原理，在节假日
这样车流量肯定要加大的时间，要想不拥堵，高
速公路不仅不应该免费，反而应该提高通行价
格。但问题在于，这是中国高速公路以及中国

的消费者所面临的真实问题吗？
中国高速公路在当前形象不佳，暴利以及

垄断完全和这个行业如影随形。应该说，这样的
形象所带来的怨愤情绪，已经不仅仅是企业声誉
的问题，而是积累、激化成了社会矛盾。而按照
现在利益集团主导的经营模式，价格信号其实已
经丧失了应有的作用。说到底，中国高速公路这
个市场，完全不是经济学者理想中的自由且充分
竞争的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盘套用标准的
经济学原理，其实更加无视了活生生的现实。某
种程度上，此次高速公路免费政策，决策者未必
没有遇见到大拥堵，明知拥堵还要免费，其意就
是侧重在疏解社会怨愤情绪。而所谓的以行政
力量干预企业微观运行，也是因由现实不得不如
此。当前如果没有行政力量的干预，根本不会出
现高速公路企业主动讨好消费者的情况。

按照经济学原理，免费政策肯定要废除；但如
果考虑到现实社会情绪，免费依然需要继续下去。

西安晚报：
长假过后 让我们重温文

明的底线
八天长假，出行依然是最遭罪的事

情。人遭罪，环境也跟着遭罪。没有天生
的野蛮人，也没有天生的文明人。一切不
过是制度与教化的结果。长假过后，也许
我们都得“回到幼儿园”，就譬如那个耳熟
能详的故事：在一次聚会上，有位诺贝尔奖
获得者被问及在哪所大学、哪个实验室学
到“最主要的东西”，他的回答既非哈佛大
学，也非世界上哪一个超一流的实验室，而
是——幼儿园！因为他认为在幼儿园里他
学到了人生根本意义上的全部东西：规矩、
底线，珍惜、分享。

中国青年报：
我们不能失去表达快乐的能力

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能力：一味地质
疑，失去了信任的能力；一味地批判，失去
了赞美的能力；一味地揭露，失去了发现美
好的能力；一味地尖酸刻薄，失去了宽容谦
和；一味地反抗和叛逆，失去了尊重和认
同；一味地否定，而忘记了肯定的表情。当
然，我们可以将这一切问题都推给一个抽
象的体制，认为是现实和体制逼着我们怀
疑、不满、叛逆和否定，可不要忘了，某种意
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体制，我们就是现实
的一部分。我们拒绝被强迫，拒绝被快乐
和被幸福，但同样警惕那种沉默的螺旋逼
得我们失去表达快乐和幸福的能力。

京华时报：
长假拥堵呼唤免费管理学

逢假必堵，已经成了交通运输的一种
常态。而在今年，8天长假、免费通行和景
区优惠票价等因素叠加，出行数量达到了
7.4亿人次之巨，在短短几天内，重点路段
上，巨大的通行需求显然足以撑破路桥资
源的供给，从而造成严重拥堵。如果仔细
分析造成拥堵的具体原因，“免费”就更成
了替罪羊。从连日来传媒的跟踪报道中，
不难发现车祸频发、管理滞后等是造成拥
堵的重要原因。这其中固然有车主交通素
质、文明意识需要提高的原因，但如何快速
处理事故、迅速疏导车流，同样是有关部门
应该做好的管理功课。

新京报：
何时休假应让公民有更多选择

这种全民集体旅游的方式难以避免产
生“人累景更累”的后果。问题是，这种方
式为何产生？有人呼吁游客要理性，但对
于中国的游客而言，表面上看，去什么地
方、怎么去、跟谁去，都是自愿的选择。但
是在最关键的一点——时间上，他们却远
远缺乏选择的自由。解决之道亦很简单，
既然管不好，那不如交给社会自己去解
决。怎么交？落实带薪休假制度，由公民
个人和单位协商，决定该何时休假——在
休假或旅游这件事情上，公民个人显然比
政府更明白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他们一定
会选择明智的时间出行，大多数人都不会
一头扎到人堆里去。

新华每日电讯：
有些免费为什么没能赢得掌声

10月7日，媒体报道了两条有关免费
的消息:为方便市民在尾号限行期间选择
公共交通出行，10 月 10 日至明年 6 月 30
日，成都市推出限行区内44条公交线路全
免费、地面公交与地铁1、2号线所有站点
全面接驳等6项惠民措施；与此同时，河南
省交通厅也召开关于黄河公路大桥免费的
新闻发布会:郑州黄河大桥将终止收费，永
久免费。虽然同样是免费新政，两者却引
发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反响:虽然也有人质
疑前者不符合市场规律，但更多人都对免
费公交政策表示欢迎；可是对于后者，即便
号称“永久免费”，公众也高兴不起来，人们
质问更多的是，难道只要免费就一切都可
以算了吗?

据新华视点官方微博消息，9月 30日至 10
月 7日，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68422起，同
比下降24.1%。涉及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2164起，造成 794人死亡、2473人受伤，直接财
产损失 1325 万元，同比下降 46.2%、46.4%、
47.9%和37%（10月8日新浪新闻）。

每年黄金周结束，公布各项统计数据已成
为一种惯例，从信息公开、透明的角度讲，是有
必要的。但上述数据，却让人在情感上难以接
受。有人据此计算出，去年同期发生交通事故
90147 起，伤亡事故 4022 起，死亡 1481 人，伤
4746人，认为“没听说去年有这么多事故”。数
据的真实性，这里暂且不论，借用一网友的说
法，这个统计是“冷冰冰的”。数据统计为什么
会“冷冰冰”呢？

首先是与现实感受的差异。尽管所有的统

计指标都是下降的，但民众记得的不是数字，而
是活生生的事件。今年黄金周期间发生的重大
交通事故，就有好多起：10月1日上午，京津塘高
速，一辆载有德国游客的中巴车与一辆货车追尾
后起火，致6人身亡、14人受伤；10月5日凌晨，
京港澳高速韶关乳源段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
致7人当场死亡、3人受伤；10月7日，青银高速
山东段客车侧翻，致14人死亡、40多人受伤。

其次是“同比下降”的表述方式，缺乏道义考
量。黄金周期间，因交通事故造成794人死亡、
2473人受伤，尽管我们不愿意接受，但这是客观
的事实，同比下降46.2%、46.4%，从统计学的角度
讲，也可能是事实。但这样的统计，有一个大家都
明白的潜台词，就是今年黄金周的交通安全形势
好于去年——直接而粗暴点说，就是“同比少
死”了多少人。对于安全主管部门来说，这才是

最主要的，因为这可能变成政绩的一部分。
这样的数据，在统计学上也许是成立的，但

在人的情感和价值判断中，则太冰冷了。正如学
者陈心尘所言，作为自由的存在物，人类的特性决
定了，一切关于人的事物都必然不是确定不变、精
确无误的。将精确的“数目字管理”施加到人类
身上，虽然非常必要，但也绝不是没有限度。因
为在生命面前，任何事物与之都没有可比性。

而在当下中国，不乏类似的“死亡指标体系”，
这个冰冷的体系包括“亿元GDP生产事故死亡
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
率”等。这些指标的功能，除了统计学意义的，更
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政绩考核体系的一部分，也
就是说，完成某一工作死亡在多少人以下则可以
被允许。也正因此，主管部门才会着重强调名
为“同比下降”，实为“同比少死”这类表述。

伤亡数据统计何时不再“冷冰冰”
□陈才（上海）

北京市的苏小姐由于
嫌 4 兆宽带网速慢，便在
今年 3 月 9 日花 2100 元
钱，购买了包月的 6 兆宽
带。然而，钱花出去半年
多了，至今网速都没有快
起来。近日，不少人投诉
花了更多的钱买了更快的
宽带，但网速却并没有真
的快起来。有关报告指
出，国内超半数用户实际
宽带下载速率低于运营商
提供的名义宽带速率，中
国的宽带是“假宽带”。

（10月8日《新京报》）
假宽带盛行，早已是

公开的秘密。“中国绝大部
分互联网用户都在使用假宽带”，这是互联
网数据中心发布的调查结果。一方面收费
虚高，另一方面网速奇慢，甚至大范围存在
假宽带现象，这对用户来说是极为悲催的灰
色现实。假宽带大行其道，这是对消费者权
益的折损，也是对法律的轻视。

遗憾的是，尽管假宽带屡屡招致民怨，
但一直横亘不去。究其因，相关运营商有
着“任你滔滔，我自藐藐”的垄断底气。去

年，国家发改委针对电信、联通宽带接入反
垄断调查案，众望所归，坊间叫好，称之为

“反垄断第一案”，带给了人们乐观和冀望，
但后来不了了之，让人倍感遗憾。很显然，
监管部门有必要从过去价格监管向反价格
垄断升级，并依法打击垄断行为。这不仅
是履行职责之举，也是捍卫法律尊严之必
须，毕竟《反垄断法》该施展威力了。

王石川

打击假宽带，需要真出手 “假期任职公示”背离了公示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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