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女士今年40岁，在一家
事业单位上班。2001年3月，她
报名考驾照，并很快通过科目
一考试，但科目二怎么也过不
了。从2001年到现在，王女士
已经交了5次学费，每次都只是
考过了科目一。王女士“决定
不学车了”。驾校校长一口答
应，并马上退学费。“你决定不学
了，我也放心了。”校长握着王女
士的手，松了一口气，并请客为
其送别。（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
AA15版）

学会放弃也是一种人生智
慧。比如创业，如果一个人的智
慧、学识、能力只适合从事IT创
业，结果却选错了道路，从事建
筑、金融业，注定会失败。

虽然王女士浪费了 14 年的
休息时间，错过了很多美好的日

子，但是，她最终认识到自己不
是学车的料，主动放弃，不迁怒
他人，不哭也不闹，其乐观、豁达
的人生态度还是可圈可点的，也
是值得那些看不到自己缺点，反
而脾气暴躁、迁怒他人者学习和
借鉴的。 □剑言刀语

放弃14年驾考
豁达的态度可圈可点

漫画 刘军

@
一起来谈读书吧

@人民日报：其 实 我
读书并不多，但我喜欢反
复阅读同一本书，尤其是
经典作品。这是受到作
家余华的启发，他是几乎
不读畅销书的。那些摆
放在机场书店、火车站书
店五花八门的图书，多数
看了会让人失望。但经
典 不 会 ，无 论 何 时 翻 阅
经 典 ，你 都 会 满 载 而
归。歌手李健在人民日
报 撰 文 谈 阅 读 ：读 点 看
似无用的书。

甲方

读书可以决定生命的宽度
@新周刊: 文艺青年标准像：做点无用的

事，读点无用的书，再听上几首李健的有情有
调的歌……人生的小确幸，大抵也就是这样了！

@侠影仙踪空间：读书不能决定生命的长
度，但能决定生命的宽度。李健，赞一个。

乙方

不建议带着功利目的去读书
@进化中的Darwin：承认自己的阅读能力

和自律意识不及李健，所以还是适当阅读一些
易读的书籍，以此保留阅读的兴趣和习惯。

@革命同志二牛哥：不建议带着功利目的去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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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5年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首次要求推进社会
组织、中介机构信息公开。包括制定社会
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信息公开管理办
法，建立行政审批前置服务项目信息公开
制度，推动慈善组织信息公开。（4月22日
《新京报》）

中介机构信息公开，这个没有争
议。关键在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实则
制度层面的重要突破。过去，一些社会
组织遭到民间质疑总爱以社会信息没
有公开义务为挡箭牌。比如李亚鹏的
嫣然基金，屡次遭到周筱赟网络举报甚
至是起诉，但基金所在管辖地的卫生局

与民政局均拒绝公开其财报，其中很重
要的一点理由，即是这些信息属于社会
信息，非政府信息，因此尽管周筱赟已
经胜诉，关于披露嫣然财报的要求却仍
不得不申请强制执行，李亚鹏本人甚至
声称“我们没有公布更多的义务”。可
见普及社会组织信息必须公开的常识
已刻不容缓。

有一种常见的诡辩，即是社会组
织的工作信息属“个人隐私”，比如嫣
然基金事件，涉事卫生局与民政局找
的便是这个理由。但实际上，社会组
织的工作完全算不上“个人隐私”，更
多的是一种社会职能、公共职能。比

如慈善类基金会，其资金来源，一是基
金设立人本身出资，二是普通民众的
善意捐助，资金来源之复杂，决定了这
不是一个个体的问题。

退而言之，即使一个社会组织，的确
是个人设立，资金也主要来源于设立者，
但只要这种组织的日常工作，进入社会
公共领域，比如捐助善款、帮扶他人、组
织力量去做志愿者，其运行信息也必须
进行公开，因为所做的事儿都不是私事，
让人看个明明白白，是公共事务的应有
之义，人们会因为这种透明增加对慈善
事业的信心。

没有人是天生的圣人，社会组织的

发展也同样需要纳入信息公开的轨道。
某种层面上，社会组织履行的职能亦是
一种隐权力。在缺乏公开的机制下，这
种权力犹如脱缰的野马。即便我们现有
的法律框架，对这类社会组织有共同的
底线与警戒，但由于缺乏常态的监督机
制，比如监督社会组织进行信息公开，很
难对社会组织违法形成预防作用。从这
个意义来说，首次要求推进社会组织信
息公开，既是为社会公众监督社会组织
铺平了机制道路，也是给社会组织负责
者的权力加上了一道有力的栅栏,促其
守法做事。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近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简称“中物联”）公布了2014
年物流业运营情况数据。在这
些数据中，大众最为关注的莫
非社会物流总费用情况。数据
显示，当下的社会物流总费用
依然偏高，物流企业的成本负
担依然较大，尤其是税负不降
反增，中物联调查的样本企业
平均缴纳增值税比营业税体制
下增长51%。（4月22日《中国
商报》）

从报道中可知，在税负方
面，“营改增”后物流企业税负
不降反增的现象比较明显。调
查显示，样本企业平均缴纳增
值 税 比 营 业 税 体 制 下 增 长
51%。其中，运输型企业平均增
长123.3%。物流企业普遍呼吁，
应尽快解决物流企业“营改增”
后的税负增加问题，完善增值
税抵扣链条，减轻物流企业税
收负担。

更为细致的数据是，根据中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查，物
流业实行“营改增”试点后，“货
物运输服务”由 3%的营业税调
整为 11%的增值税；“物流辅助
服务”由 5%的营业税调整为 6%
的增值税。运输与仓储等物流
服务环节税率非但没有统一，
运输服务型企业税负还普遍增

加，所以在全国政协委员、浙江
省工商联主席徐冠巨看来，“营
改增”初衷是好的，但普遍推
广“误伤”难免。

既是“误伤”，改进即可。其
一，这是让物流业发展“红红火
火”的需要。根据 2014 年国家
发改委发布的统计数据，我国
社会物流费用占GDP的比率是
18%，而欧美是 9%，企业物流的
成本占生产成本的30%~40%，而
发达国家只有 10%~15%。降低
物流成本固然需要综合调节，
以“营改增”为切入点完善增值
税抵扣链条避免“误伤”，显然
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其二，这是让新兴消费红红
火火的需要。研究显示，物流
成本每降低一个点，就能节省
6000 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
以“营改增”为切入点，尽快改
变物流企业税负过重的问题，
不仅对物流业发展是重大利
好，在传导效应之下，其对线上
线下、上下游的影响亦是辐射
与带动的。以此而言，避免“营
改增”对物流业的“误伤”，事关

“精准调控”及税改推进，更关
乎新兴消费的蓬勃发展。对此
问题，相关方面当在审慎思考
与 调 研 后 ，尽 快 给 出 务 实 行
动。 □赵若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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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营改增”
对物流业的“误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