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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报纸新闻
名专栏

10月22日《人民日报》开辟“清理整顿‘特
供’‘专供’标识商品”专栏，在同一天同一版刊发
两篇严查“专供”“特供”酒类标识的报道。一篇
是贵州省工商、公安、武警联合执法查获了一起
未经许可生产、销售“武警接待酒”的大要案件，
共查获侵权“武警接待酒”257件，其他涉嫌侵权
的酒类1559件，查获涉嫌侵权的包装、标识335
套。另一篇是济南严查“机关专供”“军队特供”
酒，该市工商局将对商家酒类商品广告内容、外
包装和包装内说明等进行鉴别，凡使用“国家机
关特供”“央视上榜（合作）品牌”“军队特供”等名
义虚假宣传的酒类广告，将予以立案处罚。由此
可见，“特供”“专供”风行泛滥之严重程度，否则，

这张大报也不会设“专栏”、集中火力抨击。
“专供”“特供”，不过是特权的代名词。温

家宝总理说得好，“公务员除了是人民的公仆
外，没有任何特权。”市场上各色酒品高、中、低
档应有尽有，不管是哪个行当的公职人员抑或
是相当级别的头头脑脑，都可以任意选购，干吗
非要享用标有“特供”“专供”字样的商品呢？显
然这是违背平等理念的。可见，对于“特供”“专
供”标识商品，不是“清理整顿”的问题，而是必
须一律“封杀”，禁止生产销售。

查禁“特供”“专供”酒看似“小事”，实则“大
事”，不是地方工商等执法部门能够处理了的，
非得中央专门立规矩不可，应由中纪委或中办、

国办发布红头文件，明确所有党政机关、部队、
企事业单位一律不准订购、生产、经营“特供”

“专供”酒。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各地工商等执
法部门才好动真碰硬。

许多违纪违法的行为，往往中央三令五申，
收效却甚微，原因在于问责缺位。“特供”“专供”酒
现象能否根治，关键就看对违规处罚的力度如
何。不管是地方的，还是部队的，哪里发现了“特
供”“专供”酒，就要唯哪里主要领导是问，决不姑
息迁就，一律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倘真能做到，

“特供”“专供”酒也许就会很快销声匿迹。至于商
家擅自恣意的假冒行为，那倒好治，工商出手即
可，一没收、二重罚就了结了。

倾听民声

今日关注

敬老孝亲，贵在用心
□叶传龙（安徽）

新京报
寻找失踪老人更该靠机制

8月1日，家住桂林的老人周月英失踪，
此后，周老太的四个儿子四处寻找，也未找
到。此事近日被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次
日，桂林警方出动大量干警，在全市12县5
区开展地毯式搜寻。警方为一个失踪老人
如此兴师动众，这种做法我是第一次见。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上新闻联播，受到如
此规格的重视，“全警找母”之余，警方不妨
认真考虑考虑，如何建立一个寻找失踪老
人的有效机制。此外，可多发动民众，例如
通过公交电视、街头显示屏、广播电视、微
博等媒介，迅速发送失踪老人的信息，发动
民众参与搜寻。

人民日报：
多从干部身上找原因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密切
党群、干群关系，干部是主体，必须从干部抓
起，时时处处用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这面镜
子对照自己，坚持亲民、爱民、为民。长期基
层工作的实践使我深刻地感受到，很多群众
不满意问题的产生，应更多地从干部身上找
原因。为什么一些干部文化素质高了，却离
老百姓远了？关键是一些干部的群众观念淡
漠了，缺乏做群众工作的方法、经验，丧失了
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

检察日报：
330个国考职位无人问津说

明什么

究竟是哪些国考职位无人问津呢？据
记者发现，从招考条件可以看出，此次330个
职位之所以遭到冷遇，与它们的条件严格、工
作艰苦不无关系。比如，兰州铁路公安局的
线路警务区民警一职，要在武威铁路公安处
管辖敦煌地区从事线路巡护工作，有时执行
夜间巡线任务，经常加班，而且提出了最低服
务期5年的要求。今天，面对无人报考的公
务员职位，人们认为公务员是一份苦差事未
必不是一件好事，这种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
回归了公务员的本质，不仅是因为有的职位
工作条件艰苦，更是因为所有职位都应该要
求严格、监督到位。

武汉晚报：
驾照“买卖分”不能继续钻法

律的空子

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
定》提高多项交通违章的扣分分值。有人很
快从中嗅到“商机”，推出了驾驶证代扣分业
务。不少地方的“黄牛价”水涨船高，由每分
50至100元涨到了100至200元。法律漏洞
给了钻空子的机会，也给了立法者亡羊补牢
的机会。我觉得，立法者应当加强调研，针对
这种“买卖分”的现象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
比如，对于“买分”的行为和情节轻微的“卖
分”行为，规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
可以给予罚款、吊销驾照甚至是治安拘留的
处分；对于情节严重的“卖分”行为，则规定为

“非法经营罪”，给予刑罚处置。

四川在线：
拍个电影就能挽回城管形象？

每天天前，广州市副市长谢晓丹在出
席该市城管局先进事迹报告会总结发言中
直言“广州城管如全国一样面临公信力危
机”，为城管改善自身形象积极支招，要求
城管融入群众、了解群众的心理、学会讲群
众语言。谢晓丹还专门建议，城管系统充
分发掘先进典型进行文艺创作，找人拍成
电影或写成小说，让更多人了解城管文
化。谢副市长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很难
为当下的网民所认同，反而更可能成为网
民、市民嘲弄恶搞的对象，让一线城管执法
人员更加难堪。

行贿马悦然实在是找错了对象
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的马悦

然披露，他“经常收到一些中国作家来信”，表
达对诺贝尔文学奖的长期渴望。其中有名山
东文化干部还给他寄了很多画、古书，并说他
本人很阔，奖金让马悦然留下，只需将获奖的
名誉归他。 （10月22日《重庆商报》）

马悦然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深谙
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可能基于这个原因，他披
露那名山东文化干部向其行贿古书和绘画时，

考虑到中国国情，没有指名道姓说出这个山东
文化干部姓甚名谁。假如其不讲情面，如实道
来，那名很阔的山东文化干部就会原形毕露，
身败名裂，以至于毁掉前程。此外，这个行贿
者也实在是找错了对象，他以为马悦然也像我
们中国有些人，用行贿的方式就可以搞定。他
也不想想，诺贝尔奖，全世界瞩目，如果这样的
奖项依靠行贿就能获得，这个奖也早就失去了
权威性。

马悦然的爆料，点了不走正道者的穴道。

那名山东文化干部到底是谁，看来马悦然不会
说出，这虽然给人们留下猜想空间，但重要的
不在于是谁向马悦然送了礼，而在于为什么要
送礼。作为一种现象，马悦然说出此事并非要
让行贿文化干部难堪，而是要杜绝这种不良文
化现象。此事警示一些中国作家，应该引以为
戒，要像莫言那样，将创作之根深深扎进土壤，
不断从生活中汲取营养。功夫到了，水到渠
成，相信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具有火眼金睛，
会把最优秀的作品评选出来。 张永琪

年年重阳，今又重阳。每到此时，社会便
多了一些尊老敬老的宣传，地方也会应景地组
织开展一些敬老活动，如到敬老院看望慰问老
人，组织老人登高郊游，为老人提供一些服务等，
但活动越来越趋于形式化，给老人的感觉热闹只
有这么一天，敬老只是节日里的一个花絮，节日
过后，生活依然复归平静，让人不无遗憾。

百善孝为先。父母将子女养育成人不容
易，作为子女和晚辈，应当懂得“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并把尊敬、孝顺、关爱老人当作基本责
任。可是，现实中一些老人的生活图景还很尴
尬，他们或生活无着，或留守空巢，或受到虐待
遗弃，连公交上的一个座位都难保证，更别奢望
颐养天年、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了。

敬老孝亲是我国传统美德，在皖南江村的
一大户人家祠堂里，笔者看到一个象形“孝”
字，它由两部分组成，一边是跪对父母双手奉
汤侍奉，便显为人形，而别一边则是对父母拳
打脚踢，便现出猴形。一“孝”两读，寓教于字，
让参观者很受教益。今天，养老和孝亲又被赋
予新的时代内涵，为了在社会形成敬老孝亲风
气，国家不仅将重阳所在的农历九月初九定为
老人节，国家文明委还开展“孝老爱亲”模范评
选，《老年法》并有意将“常回家看看”列入法
律，今年8月，国家有关部门又发布了新版“二
十四孝”行动标准，企业发放“孝心工资”，乡村
设立“孝心基金”……一系列的举措和引导，都
体现了国家以及社会对老人权益的保护和重

视。
其实，敬老孝亲不在于一时的喧嚣，而贵

在平时用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多关注老
人，注重精神赡养。如果家有留守空巢老人，
不妨多打电话经常问候，在这个专属于老人的
节日里，不妨暂且放下一些工作，辞掉一些应
酬，买份礼物，带上爱人和孩子，用心为老人过
一个节，静心听听他们的故事和唠叨，给他们
做做饭、拍拍照；如果想到敬老院慰问老人，不
妨创新一下敬老方式，定期给老人表演文艺节
目，给老人做健康体检，或者俯下身子与老人
拉拉家常，相信一定会受到老人们的欢迎和夸
奖。只有用心敬老孝亲，才会让老人从我们的
孝心关爱中感受到温暖和亲情。

当前一线城市白领月薪多为五六千元，
月薪达到 9000 元的较少；二线城市劳动者收
入月薪多为三四千元，月薪达到 5000 元的
不多。而按理说，一线城市月薪五六千元，
二线城市月薪三四千元，保证基本的生活应
该没有问题，不至于会让人感到惶恐感。不
过，细细分析一下，一线城市白领需月薪
9000 元，二线城市白领需月薪 5000 元，才不
至于让人惶恐，显然也不是没缘由的。

造成一线城市月薪需达 9000 元、二线城
市月薪需达 5000 元，才不至于让人惶恐的首
要原因是房价过高。当前在大中城市购房的
人绝大多数都从银行贷了款，属于身背数十
万元乃至数百万元的“房奴”。在这种情形

下，唯有获得更高收入增加储蓄以备失业找
工作期间正常还贷，才能够稍微缓解惶恐心
理感，让人获得更大一些的安全感。而另一
原因，是当前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保障
水平不够高。由于当前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
全，不少在大中城市工作的劳动者，因为没
有当地户籍而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保障。部
分人即便能够获得工作地的社会保障，当前
社保对于参保者的保障力度也不够大。而不
少中低收入人群由于交纳房贷之后余款已经
所剩不多，根本无力应对突发大病等必然产
生的巨大费用需求，所以也就容易由此而产
生惶恐之感。

魏文彪

缘何月薪达9000生活才不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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