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没横
幅，没彩旗，没鲜花，没红毯，特别
是入住普通套房，吃饭也为自助
餐，受到人们交口称赞。

此前，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
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中明确提出，“要轻车简从、减少陪
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
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
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
总书记广东之行，用实际行动践行
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八项规定，为政
府官员做出了表率。

现实生活中，公款宴请已饱为
社会诟病，公众也对此深恶痛绝。
尽管中央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年年
下发文件，严禁利用公款大吃大
喝，却依然管不住有些官员的“一
张嘴”。官场接待应酬之风，特别
是公款宴请的陋习，在不少地方愈
演愈烈，一些官员甚至以奢侈浪
费、大吃大喝为乐事，严重损害了
政府形象。面对总书记入住普通
套房，吃自助餐，那些沉醉于灯红
酒绿、豪华宴席的公款接待中的政
府官员，应该感到脸红。

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中明确

提出，领导到基层“不安排宴请”。
这个“不”字说得好，好就好在斩钉
截铁，不留口子，立了规矩，有了方
圆。“不安排宴请”应该作为一项
制度设计，成为各级政府以及所
有政府官员必须遵守的铁的纪
律。为了维护这一铁的纪律，有
关部门应该抓紧出台配套措施，
对违规者予以坚决惩处。所有政
府官员都应像总书记那样，下基
层“不安排宴请”，吃自助餐，抑或
在政府机关食堂，像机关工作人
员一样就餐。这样，我们的社会
风气肯定会越来越好。

总书记
吃自助餐让
谁脸红

□夏慧萍（安徽）

今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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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民声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广东省考察工
作，没有安排任何宴请，也没有
入住深圳迎宾馆的一号楼，而
是选择入住另一家酒店的普通
套房，吃饭也为自助餐。

（12月12日《新京报》）

中原时评

高铁票价不能只有一种选择
毛建国（江苏）

京广高铁将在年底开通，北京和广州
之间的时空距离，将缩短为8个小时。然
而，对于一些对速度要求不高的人来说，好
消息来临之前却还要先听一个“噩耗”：普
客停运。（12月12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一直以来，铁道部对于铁路运输的发
展思路是“货运重载化、客运快速化”。并
不能说，因为一些人对速度要求不高，所
以就要迁就，明明可以提速却要保持低
速。这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也不符合
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这一意义上，普客
为高铁所代替，是为必然，不以任何人的
意志为转移。

高铁应该讲经济学，但高铁作为一种
公共交通，同样应该讲“穷人经济学”。
10月 31日，铁道部一位退休官员称，铁道
部仅承担的涉农物资运输一项损失，去年
就达 600 亿元；总体算起来，铁道部因为
公益服务而遭受的损失一年估计在 1000
亿元以上。据称，铁道部的公益亏损诉
求，已经得到了财政部的呼应。这一新
闻有着不同解读，从中也可以解读出铁
路的公益职能。既然如此，铁路就应该
考虑到弱势群体的出行需求。发展高铁
的目的，本来是为了适应现代化要求，结
果却把最需要也最难以迈向现代化的弱
势群体拒之门外，这显然违背了高铁发展
的初衷。

社会并不反对铁路提速，并不反对高
铁取代普客，反对的只是铁路提价，担心
的是弱势群体“坐不起”——不能把两者
混淆。而且，这两者之间也并非不可调
和，只要铁道部多讲讲“穷人经济学”，完
全可以兼顾到弱势群体的需要。

虽时过境迁，但茅台酒的这回
媒体说明会，尽管说而不明，恍惚
还是令人有重回“达芬奇见面会”
之感。捧哏逗哏、诛心煽情，各
有各的说辞，各有各的可爱。当
事企业说，“现在一些人是想把
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制造成食
品安全问题，以搞垮中国白酒行
业”；白酒行业协会说，“每人每
天喝两斤茅台酒，是符合欧盟食
品安全局给出的人体耐受量限
值”；发布会上的专家说，“塑化
剂的标准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人
类几百万年都没有灭绝，说明人
类的排毒、解毒能力实际上是非常
强大的”……

神乎其技的说辞，令严肃的食
品安全质疑，翻云覆雨成了“别有
用心者”的马脚。一个共识显然已
在说明会上达成：塑化剂不是“大
问题”，放大这个问题才是真正的

“大问题”。这就好比说，病人的病
痛其实无关紧要，倒是直言不讳的

医生，把病痛的真相说破了，反倒是
居心叵测。这样的逻辑，令人凛然。
一者，利益攸关方组织的“见面会”，
主角是当事企业、娘家行业协会，以
及自己“甄选”出来的专家——这样
的阵容，既无卫生主管部门，更无
质量监测部门，甚至连主流学者的
话语权也一应遮蔽，此般结论，经
得起推敲吗？

二者，塑化剂问题，本就是严
肃的健康安全问题，一个“不是大
问题”的敷衍，这叫板上钉钉的当
年的“塑化剂风波”情何以堪？难
道台湾地区及西方国家对塑化剂
的警惕都是杞人忧天，而相关专家
都是“吃素的”？有人说，为了一己
之利，从来就是什么话都敢讲、能
讲，关键就是“讲了又怎样”。这话
一针见血，企业“对影自怜”可以理
解，如果帮衬的权力及学术也大玩

“跑江湖”的那一套，恐怕不能仅仅
点到“公信”为止。饭可以乱吃，话
不能乱说。

有没有被利用，是阴谋还是阳
谋，其实这些都不是民众关注的重
点。只要一个简单的真相，“酒鬼
酒事件”究竟是冰山一角还是误会
一场、国内白酒中的塑化剂究竟有
多大的安全风险？遗憾的是，卫生
部今天上午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时只是表示，“在今年的风险监测
中，也安排了重点食品的塑化剂方
面的风险监测”。至于标准，或者
相关领域中塑化剂的真相，仍难有
确切的结论。

12 月 9 日晚上，网友“水晶
皇”称，11月29日送检的53度飞
天茅台检测出了塑化剂，超标1.2
倍；此后贵州茅台紧急停牌，随即
又发布公告重申不含塑化剂，请
求国家监管部门抽检——事已至
此，是非迟早会水落石出。但就
定调“塑化剂不是大问题”的说明
会看，中国企业危机公关背后的
傲慢与吊诡，恐怕比塑化剂更令
人神伤。

惊闻“塑化
剂不是大问
题”

□邓海建（江苏）

公民建言

今日上午，贵州茅台酒股
份有限公司在贵阳召开媒体
说明会，参会的茅台人士和专
家均称塑化剂不是大问题，是
被利用和放大成了食品安全
问题。

（12月12日《法制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