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口不到 300 万的城
市，却诞生了超过 1500 名不同

“档次”的“好人”，是这个城市有
着独特的“好人基因”，还是有着
传统的“善良土壤”？不管答案如
何，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们，都
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好人就在我
身边”的道德新风尚，产生了“我
也要做好人”的朴素愿望。

实际上，这个城市的“好人效
应”正在处处发酵，影响和改变着
市民的思想观念、道德标准和行
为准则。很多在其他城市让人摇
头叹息的“不道德事件”，在这里
却被好人们的道德文明所替代。
乘车的时候有人让座，不会因为
一个座位大打出手；问路的时候
有人热情回答，不必担心被指路

之后有人讨要“指路费”；小学生
过马路有警察护送；敬老院孤寡
老人有志愿者上门定期服务。

在成为“好人”之前，他们都
如你我一样平凡而普通，但是当
机会或者说考验来临，他们却用
自己的行动告诉这个社会，他们
是善良的，勇敢的，愿意牺牲和奉
献的。正是这些平凡的“好人”，
让自己的“平凡小爱”最终汇聚成
一种“城市大爱”，把他们生活的
这个城市，打造成了一个拥有独
特“好人”品牌的城市。

现在回到文章开始提出的问
题，为什么这个城市能够诞生这
么多“好人”，能够成为“好人牌”
城市。按照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
说法，市里不仅创新了好人发现

机制,还设立了“好人基金”,成立
了“日照好人”文化研究会,创作
了好人歌,拍摄了好人电影；建立
了各级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生活
状况档案,建立了包括奖励一次
健康查体、一份好人好“报”等“六
个一”的好人关爱机制；并充分利
用各类媒介,开展“道德讲堂”、

“市民讲堂”、“好人报告团”等。
可以说，正是这些有精神激

励、有宣传引导、也有物质回馈的
系统化制度建设，才成为催生“好
人”不断诞生的土壤和催化剂。而
以上这些制度和举措，并非是只能
在日照这个城市可以存在，而是可
以为全国其他城市借鉴与学习的。
让每一个城市都成为“好人牌”城
市，才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今日关注

让“好人”成
为城市的品牌

□苑广阔（职员）

49名“中国好人”、58名“山东好
人”、1578名“日照好人”……在日照
这片土地上时时涌现出的“好人”、爱
心品牌,不断给日照人打上文明与道
德的烙印,改变着日照人传统的思想
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而日照则
以一种“浇水护苗”的责任感精心呵
护着“微光效应”。

（5月30日《新华每日电讯》）

社会监督

不能用“脾气暴躁”吓唬记者
□程名（教师）

原油价格基本全球统一，成品
油价格却各国差别巨大，这是为什
么？新闻说，消费者在购买成品油
时需要支付增值税、消费税（即燃油
税）、城建税、特别收益金等，再算上
石油企业的所得税、增值税等，在中
国的终端油价中，“整个税负成本甚
至会超过零售价的50%”。

成品油承载的如此之高的
税负比重，当然最终得由百姓来
埋单。我们经常听说民生多艰、
必须给老百姓减负，那么具体到
汽柴油价格上，究竟能不能给民
众沉重的双肩卸点重压，让油价
也来一下“轻装上阵”？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对高油
价诟病颇多，既疑虑官方对油企的
袒护偏心，又谴责石化双雄的贪婪

傲慢。如今曝出油价高企还有重
要一环在于税负，那么想办法给油
价“减负”，难道不是官方应该尽心
尽责去思考、去行动的事情吗？其
实，在两个问题上，给油价“减负”
是件能做也应做的事——

其一，我国的税收收入经过
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基数已经甚
为庞大，在这个时候、在涉及全
民利益的油品税负问题上，是不
是该调节税负比例以直接利民，
这是可以商榷的。而必须加以
重视并有所改变的是，油品存在
重复计税的状况。这一点，近些
年许多专家学者反复提出过。
今年3月，便有国企老总“自揭内
幕”希望油价降低。当时，全国
人大代表、中海石油炼化有限公

司技术中心经理苑少军表示，目
前成品油价格承载了多个税种，
且存在重复计税的问题，建议重
新测算并适度调整，一升成品油
至少可“减负”0.17元。

其二，打破垄断可降低油
价。这一点，多年来呼声很高。
今年全国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
员、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总经理孙
丹萍认为“油价存在下降空间”，打
破“两桶油”对在国内市场的垄断，
让民营企业有权去国外收购油气田
资源或公司，益处很多，包括可以
直接给垄断下的油价注入活水。

有时候，“锅里的”和“碗里
的”，还真不一样。减轻油价的
负担，事实上就是降低民众生
存、发展的压力。

倾听民声

给油价“减
负”是件能做也
应做的事

□李辉（媒体人）

据《中国证券报》5月29日报道，
最近一次调价窗口过得波澜不惊，但
油价引发的话题仍在继续。数据显
示，人均GDP仅为美国1/7的中国，
同等汽油价格大概比美国贵16%~
30%。即便如此，中石油、中石化等
石化企业仍在抱怨油价太低，不足以
冲抵其炼油环节的巨亏。

人民日报
借鉴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

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
的廉政思想内容。积极借鉴历史上优秀
的廉政文化，对于今天进行廉政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当然，今天的社会与古代社会
有很大差别。因此，借鉴历史上优秀的廉
政文化，应充分挖掘其本质内涵及一般规
律。权力监督不完善，必然会造成权力运
行失控、官员道德沦丧以致政风不正。虽
然中国古代大致沿袭了大一统的皇权体
制，但在皇权之下，官僚机构还是有明确
分工的，形成了一定的权力制约机制。比
如，历代监察机构及监察官员的设置，对
行政权力形成了有效的制约。重视依法
治吏是古代中国廉政建设的基本经验。
手中拥有权力的官吏有机会进行钱权交
易、以权谋私，一旦整个官僚阶层贪贿成
风，就会影响统治的稳定。

新京报
司法公开如何避免选择性公开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法院新闻宣传工作
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对各级法
院提出要求：法院应客观及时全面地公开
工作信息，切实提高司法工作透明度，自觉
接受社会舆论监督。但我们看到，对于一
些法院来说，司法公开仍被认为是一种“权
力”，而非公民的“权利”。由于法律责任的
不完备，司法公开就成了“我想公开就公
开，我想公开多少就公开多少”。比如在一
些社会关切的诉讼中，本应公开的庭审，有
的故意安排在小法庭进行，有的法外设置
诸多旁听的限制性条件。这些潜滋暗长的

“应对办法”，值得警惕，也急需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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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参加工作、30岁前便历任了湖南衡
阳市地税局几个分局的副局长（副科级）的张
湘东，因“火箭提拔”在全国媒体上曝光后，衡
阳市地税局一名相关负责人竟然给记者发来
信息，告诫记者“三思”，称张湘东脾气暴躁，恐
做出出格之事。（5月30日《现代消费导报》）

靠“背景”做官甚至“火箭提拔”而又被公开
报道出来的例子不说一抓一大把，也已经不是三起
两起了，以至于很多人都懒得再说。可上面这
条新闻中的这名官二代还是很“值得一说”。

新闻中说，由于张湘东父亲曾在湖南三
市、州任地税局长，岳父为当地分局局长，“地
税系统就好像他（指张湘东）家的厕所一样，
来去自由，他想调走就调走，想调回来就调回
来”。而记者在调查手记中说的是：局长不能

“世袭”制，“神童”也需公开简历。
然而，对这一切，本人都没多大兴趣，感

兴趣的是这名官二代为何脾气还那么大？依
靠“背景”做官不觉得丑、不去反省倒也罢了，怎

么还能以“脾气暴躁”来吓唬记者呢？总不能因
为你的老子是官，你也就一定要做官吧？总不
能因为你是官二代就可以14岁提前参加工作
吧？你参加工作的单位还有你的父亲事实上
已经违纪违法了。14岁，还是童工啊！

再说，14 岁参加工作，也就表明你的学
历一定很低，要不就是你造假了。真不知道
当时你参加工作的单位（估计就是当地的地
税局吧）为何敢于让一个14岁的孩子到单位
上班（难道只在册领薪水不用上班，也就是现
在俗称的“吃空饷”）？

此外，“衡阳市地税局一名相关负责人”
给记者发那样一条信息，到底是什么意思
呢？难道就是在代替当事人恐吓记者？果真
这样想，你就错了。要知道，全国网民，还有
广大媒体，都不属于张湘东父亲所管辖的那
个“地税系统”，张湘东父亲的权力再大，张湘
东本人的脾气再暴躁，对全国网民和广大媒
体而言，实际上都不起任何“威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