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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时报
政府性债务不能是个谜团

审计署网站 7 月 28 日发布消息显
示，根据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将组织全
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
有消息称，审计署暂停所有项目开始培
训，近期就进驻各省市。地方政府性债
务有多少，近来为国内外高度关注。有
人认为，鉴于近年来显性和隐性债务的
急剧膨胀，加之还款高峰期已经到来，
不少地方政府面临底特律式的破产风
险。更有人认为，地方政府性债务，将
成为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引爆点。在
地方政府不是市场化的发债主体的背
景下，什么是合理赤字，什么是打擦边
球的，什么是明显违法的，不是很好界
定。因此，要尽可能制定一个较为清晰
的审计原则和操作流程，尽可能完整地
摸清债务家底，为今后的决策提供依
据。

新京报
气功就算不犯法，涉嫌诈

骗也得查
近期媒体的密集曝光，让“气功大

师”王林归于聚光灯下。针对质疑，王
林表示：自己的气功真假都不犯法，不
要再考究。而就网上“王林被控制”的
传言，江西官方回应，江西省市县三级
公安机关还没有介入，“没有什么证据
或理由去控制他”。在专业科普、公众
围剿下，王林似乎渐显心虚：从起初宣
扬“气功治病”，到后来坦承是“民间杂
耍”，再到而今表态“气功真假都不犯
法”……气势渐弱。一句“不犯法”，俨
然支撑了他仅存的底气。可他果真没
有犯法吗？王林的“气功”可能实为魔
术，本身或不违法，可借其诈骗，进行钻
营表演、利益投机，却触犯了法律。王
林或是个反腐切口，顺着这根“藤”，很
可能摸出贪腐之瓜来。

人民日报
不解决实际问题就是形式

主义
“最期盼的是解决问题，最担心的

是形式主义。”对此次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许多人表达着这样的心声。提
到形式主义，无论是以文件落实文件，
以会议落实会议，还是追求表面热闹、
花团锦簇，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实
际上不给群众解决问题，不去真正帮助
群众解决问题。对此，中央领导一针见
血指出，“不解决实际问题就是形式主
义”。如果活动搞了半天，“四风”问题
纹丝不动、或者风过又回头，效果还不
如不搞。不搞，大家还没有那么高的期
待；搞了，最后流于形式，不仅问题没解
决，还会降低党的方针政策的公信力，
削弱党员干部说话办事的号召力。不
解决问题，就是最大的形式主义；不化
解矛盾，就是最大的官僚主义。

南方都市报
“女童练摊”事件：无关身

份，要害在暴力
9岁女孩暑期社会实践，父亲陪其

在北京什刹海附近练摊，为免麻烦，摊
前还竖着“社会实践，挑战自我，快乐假
期”的说明。7月25日晚的“社会实践”
算是让女孩长了见识，其父遭遇身着类
似保安员制服者殴打，官方说法则是互
有受伤。这个 7 月，成了名副其实的

“城管月”，尽管发生在北京的这场冲
突，字面看来城管可能并未直接参与。

“女童练摊”事件，与其他城市管理人员
与摊贩的冲突，并无本质区别，执法人
员是否动手施暴(乃至围殴)，是事件调
查所不能回避的核心点。关注“女童练
摊，父亲被打”，不是愤怒于“连女童摆
摊都无法宽容”，而在于探讨城市管理
与摊贩生计的所谓“两难”关系。

新闻告诉我们，北京凯发环
保技术咨询中心分别从北京、上
海、广州三地购买了市场上销售
的所有品牌的PVC保鲜膜，共16
个品牌，送往国家权威检测机构，
发现16个品牌中的15个含有国
家禁用塑化剂 DEHA。而 PVC
保鲜膜行业最大的几家企业的产
品 几 乎 全 部 被 检 测 出 含 有
DEHA。其中，最低超过检出线
98倍，最高超过检出线472倍，平
均超出检出线200多倍。面对这

样的检测结果，谁不目瞪口呆？
然而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其

实早在8年前，PVC保鲜膜中的毒
塑化剂问题就已浮出水面。2005
年下半年，针对市场上有关食品保
鲜膜可能致癌的报道，国家质检总
局对6家企业生产的44种PVC食
品保鲜膜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
所检样品中的氯乙烯单体含量符
合国家标准，是安全的，但也有一
些企业违规使用了禁用的增塑剂，
即添加了国家明令禁止的DEHA，

严重危害消费者健康。既然当时
就已发现了PVC保鲜膜含毒，按
照常规，职能部门不仅要对涉事企
业进行严肃查处，更应设立专门的
监测机制，加大监管力度，以防死
灰复燃。如果真能把工作做到位，
那么，PVC保鲜膜行业又何至于

“中毒”越来越广，越来越深？
所以，我们有必要追问，这8

年来，监管部门都做了哪些监管
工作？是根本就没有采取什么行
动，仅仅呼吁消费者选用PE保鲜
膜，弃用 PVC 保鲜膜，还是当年
虽然进行了过问，但事后便不再
关注此事，听之任之，让一些企业
有了继续违规的机会，最终演变
成全行业的一种普遍现象？

不知监管者会作出怎样的回
应？我们期待监管者最好能在迅
速出手彻底剿杀毒保鲜膜的同
时，主动将PVC保鲜膜中的毒塑
化剂得以能横行8年的原因公布
于众，自我问责，以求得公众的原
谅，同时也以此向违规者作出特
别的警告：今后别再蠢蠢欲动，否
则立马被捉。反正这一回再想大
事化小，小事化了，肯定不可能。

保鲜膜有
毒何以能“横
行”8年

□吴应海（教师）

7月28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
曝光，16种PVC保鲜膜15种含有
禁用的塑化剂DEHA。调查还发
现，一半超市熟食包装都使用PVC
保鲜膜。专家称，这种保鲜膜破坏
人体内分泌系统和生殖系统，导致
女性性早熟和男性不育。为此，他
特别提醒消费者，最好选购使用PE
保鲜膜。

（新闻见今日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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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官 员 应
用“真话”赢

“真心”
□杨兴东（媒体人）

不久前，分布在苏浙沪、数位
入选去年华东四省市十大公职人
员微博的官员博主，自发在嘉善聚
会，号称“非官方博友汇”，主要探
讨这样一个问题：全民麦克风时
代，官员应该怎样在微博上“说
话”？ （7月29日《解放日报》）

河南省
报纸新闻
名专栏

本来，这只是一则新闻价值
不大的社会新闻，新闻中的当事
人只是手指被压伤，并没有什么
致命的伤害。所以，媒体在报道
时，也没有给多大的篇幅，只是将
其简单报道出来。但是，这则社
会新闻却引起了受众的广泛共
鸣，因为在新闻报道中，当事人的
寥寥几句叙述让人无比心酸：每
天只睡 4 小时，为了给孩子凑钱
买房。这几句带有唠家常性质的
表达，让人看到了高房价对普通
人日常生活的真实挤压。

什么是高房价？不同人有不
同感受。对于开发商来说，高房
价意味着高利润，房价越高越好；
对于炒房者来说，高房价意味着
高回报，房价越高越赚，所以，那
些与房产密切相关的行业和人，
总是期盼着房价可以再高一点。
似乎，房价并不是需要人来承受
的，房价只是一个变动的数字和
可见的利益而已。结果，这个数
字在各方的期待中不断上扬。

但有些人毕竟是需要买房
的，对于这些真实的购房者来说，

房价就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数
字，也不仅仅是一种财富的象征，
而是必须承担的生活成本，必须
面对的生活状态。

正是这种高房价的现实挤
压，让人们对只睡 4 小时的夫妻
充满同情。其实，他们在同情这
对夫妻的同时，也在同情着身为
房奴的自己。我们可以做一个假
设，如果没有如此高昂的房价，我
们的人生该怎样丰富多彩？至少
那笔可观的月供，可以让我们更
体面地生活。

“一天只
睡4小时”，可
怜天下父母心

□李劭强（教师）

近些年来，每每谈到铁路运
输亏损，就会有专家、官员出来大
谈火车票应该涨价。他们的一个
很重要的依据，便是火车票的定价
完全违背了市场规律，造成了铁路
运价偏低，导致了铁路方面亏损。
这样的说法，真的有道理吗？

持这样论调的专家和官员，
不知道他们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你要让火车票获得市场价，
前提当然是铁路运作市场化。否
则，一方面高度垄断，操作缺乏透
明度，另一方面又要求票价和市
场接轨，让公众为你们口中所谓
的市场规律支付高价，天下没有
这样的道理。

前年，新华社报道了一条铁

路层层分包，最终是“骗子承包、
厨子施工”的新闻，铁路方面在建
设上或许真的花了巨资，可这些
钱让老百姓受益了吗？去年，《东
南早报》等媒体再曝新闻，高铁列
车采购价方面，一个自动洗面器
7.2 万元，一个大理石洗面台 2.6
万元，一个感应水阀1.28万元，一
个卫生间纸巾盒1125元，这种巨
额负债下的天价采购，真的应该
提高火车票价来支撑吗？除此之
外，我们常常会看到铁路系统高
福利的新闻，一个哭喊自己亏损
严重的行业，却同时又是令许多
人羡慕的好工作好岗位好归宿，
对这样的系统高谈市场规律，恐
怕是一个讽刺吧！

在目前的状态下，如果让火
车票实现完全的市场价，恰恰是
违背真正的市场规律的。也就是
说，面对铁路乃至更多的垄断行
业，作为个体的人们是不“市场”
的，倘若单纯要求在交易领域盲
目接轨“市场”，既不能解决铁路
或其他垄断巨头的原有问题，甚
至可能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正。

铁老大想要市场价，就必须和
市场化更贴近一些——公开自己
的成本，对自身的不当既得利益动
刀，解释清楚火车票定价机制，和
平民百姓平等协商……只有在穷
尽了减亏手段之后，以及放下身段
和大众共同进退之时，这样的合理
涨价，才能避免明夺硬抢之嫌。

关注民生

先市场化
再谈市场价

□李辉（媒体人）

近日，国家发改委专家表示，在
铁路运输亏损较大的背景下，要完
成“十二五”投资目标和建设任务，
必须逐步提高运价。“亏损的主要问
题在于，国家对铁路运输价格完全
管控，不能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调
整。”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资
深研究员董焰说。

（7月28日《楚天金报》）

郑州黄河路经五路口东北角蔬
菜超市内的一家馒头作坊，一名男
子因为过度疲劳手指被压面机挤
伤。该男子来自安阳滑县，为给孩
子凑钱买房，夫妻俩每天只睡4个
小时，每天压约2500个馒头。

（7月29日《郑州晚报》）

微博初建的那段时间，敢于上
网发微博的官员少之又少。个别官
员甚至把微博当成了聊天工具，“主
动曝光”自己荒唐可笑的隐私。经历
几番教训后，官员们有了进步。一些
官员学会了如何发微博，在技术层面
上破解了认知障碍。各地方政府也
异常重视微博发声，聘请各类专家前
往讲授微博知识。

然而检视之下不难发现，尽
管各地政务微博风生水起，但习
惯于实名发微博的官员仍占少
数。全民麦克风时代，官员应该
怎样在微博上“说话”，仍然是困
扰很多人的一块心病。的确，发
条微博尽管才 100 来字，但说什
么、如何说等，于不少人而言，都
不是件轻松活。

报道中，微博实名认证的上

海市闵行区司法局法制宣传教育
科科长杨华格外纠结。已经拥有
一定影响力的他，仍然为“该不该
管‘闲事’”而苦恼万分。的确，官
员与网民的双重身份，使如杨华
一类的官员，无法轻松地点评或
转发某一社会事件，来自庙堂之
上或同行之间的压力，让他们不
能“畅所欲言”。而相反，如果官
员微博不管“闲事”，不去关注一
些关乎民生的社会热点话题，却
又无法在亿万网民世界中赢得自
己的一份舆论田地。

这种尴尬，亦为整个实名认
证官员微博群体所确认。以此而
论，“深度潜水”的官员，有理由拒
绝浮出水面，躲进潜水江湖里静
悄悄地观摩。但事实上，这种只观
摩、不参与的态度，其实亦是一种

认识误区。从传播学意义上，它加
深了官方与民间的认知鸿沟，比如
谣言止于公开，如果关键时刻依然
沉默，流言势必风生水起。

“说也不好，不说也不行”，官
员发微博似乎陷入了一个“塔西陀
困境”。而不得不说，官员应该怎
样在微博上说话，不是技术问题，
也不仅是态度问题。就官员自身
而言，“身正不怕影子斜”“真金不
怕火炼”是根本，而除了要提升对
民生的关注、提升微博表达的技巧
外，更要以一种坦诚的态度，形成
用“真话”赢“真心”的对话习惯。
更重要的还是环境的改变：如果每
位官员都能放下身段发微博而非
左右担心习惯潜水、实名对话的官
员能更多得到鼓励而非视为异类，
官民互动必能更上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