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力进笼 刀鱼跌价

张永恒
新华社记者日前在上海最大的水产

品批发市场铜川路水产市场发现， 刀鱼
由
2012

年最高价位每斤
8000

元跌至目前
400

元，多位经营者表示：公款吃喝受到
遏制，致使刀鱼价格暴跌。价格“跳水”的
不仅仅是刀鱼，据媒体调查，目前上海市
场已很难找到价格上万元的天价茶叶。

刀鱼、天价茶叶、鲍鱼、鱼翅、茅台酒等高
档餐饮奢侈品， 都曾是公款消费和官商
接待的宠儿。

如今，中央新规雷厉风行，地方也纷
纷出台实施细则， 算是初步刹住了这股
胡吃海喝的歪风， 长江刀鱼和明前龙井
价格“高台跳水”，就是例证。但是，要想
真正实现社会风气的彻底扭转， 还要建
立长效机制。

民间对这种公款吃喝以及官商交易
的痛恨由来已久，“一顿饭，一头牛；一支
烟，一斤油”，一瓶红酒上万，反正不花自
己的钱，不吃白不吃，喝了也白喝。不但
异化了权力，扭曲了市场价格，还严重败
坏了社会风气。

各级党和政府， 对吃喝奢靡之风不
可谓不察，每年都会下发一些文件“三令
五申”制止这种“舌尖上的腐败”，但惜乎
都未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每当风头过去，

吃喝浪费之风就死灰复燃。

屡禁不止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权力
过大且缺少监督。 从公款请客付款方来

看， 羊毛出在羊身上， 今天花掉的所有
钱，都会从权力身上加倍捞回来。

从被请方看，权力在手，过期作废，

谁给的实惠最大就批给谁， 用的是公权
力，得到的却是自己的实惠。依附在权力
上的“利益诉求”构成了请吃请喝市场的
繁荣。

难道没有办法禁绝这种丑恶现象了
吗？非也。对重症，要下猛药，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言， 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这才是釜底抽薪，具体要做到李克
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话，“本届政
府改革的核心就是简政放权， 就是市场
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

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
事。 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
有
1700

多项， 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
三分之一以上。”

市场经济容不下特权， 新的一届政
府把权力关进笼子， 是我国的经济去官
僚化的重要手段。效果怎么样，刀鱼跌价
就是一个信号。过去，高价的刀鱼是权力
寻租的结果，标的是特权的价格，今天，

跌价的刀鱼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反映的
是正常的市场信号。

价格就是市场的反馈， 根据这个反
馈来进行经济活动， 我国的市场经济方
能趋于完善。

（据《广州日报》）

“苹果”与奶粉：媒体的责任

祝华新
近期，媒体对“苹果”售后服务的批评

愈演愈烈。

2011

年中国苹果
iPhone

用户调查报
告指出：

70.5%

的用户年龄在
18-30

岁之
间，

55.6%

的用户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54.1%

的用户居住在二线以上城市。 苹果
新奇的触摸屏体验，

WIFI

环境下的各种便
捷应用， 宣告了移动互联时代的来临。如
果说

80

年代时尚的标志是可口可乐，今天
无疑是“苹果”。武汉两万多名大学生贷款
上亿元，用于购买苹果等电子新品。甚至
出现过中学生卖肾买“苹果”的极端个案。

中国加入
WTO

已有
12

年，在非歧视待
遇原则、公平竞争原则、透明度原则的光
照下，消费者有权追问“苹果”是否穷尽与
国际接轨的法定职责，走向法律的维权。

4

月
1

日晚， 在苹果中国官网上出现首席执
行官蒂姆·库克致中国消费者的致歉信，

宣布将
iPhone4

和
iPhone4S

服务包升级为
全部采用新部件的设备更换，自更换之日
起重新计算

1

年保修期；还清晰地承诺，为
中国

Mac

电脑的主板和其他主要部件，为
iPad

主要部件提供两年保修期。 这是中国
民意的胜利。

苹果用户可通过应用商店
AppStore

下
载数字内容， 在促进文化共享和版权保
护、“民族文化安全”之间，也需权衡利弊，

张弛有度。

希望通过这场讨论，带动中国本土企
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凯迪网友“一
口一丁”快人快语：削减“苹果”的牛气，说
到底就是要减少对它的依赖感。要有自己
的核心技术、过硬的产品质量，服务做好
点，技术不够好，嘴巴放甜点。别技不如
人，还牛哄哄，这样（消费者）能买你的产
品吗？也让自己牛起来才是正道！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媒体的角
色。 当中国的

iPhone

销售增幅达三位数、

销售点
1.7

万个时， 如果本土媒体漠不关
心，反倒是不正常现象。美国国会某些人
和某些企业不是试图把中国的中兴、华为
逐出美国市场吗？美国媒体不也曾经连篇
累牍地质疑中国玩具的安全性吗？美国人
不是曾经以检查莫须有的“化学武器原
料”为由，在公海上粗暴拦截中国“银河
号”货轮吗？追问苹果手机换后盖的声音
再密集，毕竟没有超出

WTO

法则下的消费
者维权范畴。

作为外国企业， 对此不必作出过于政
治化的解读。但作为本国民众，却可以对本
国媒体有更多的要求。毕竟，有资格享用和
期盼“苹果”的，只是一小部分人群；更多中
国人关注的是空气、饮用水、奶粉、五谷杂
粮、药品、饮料、白酒这样一些日常生活起
居的消费质量。 有网友自嘲：“你买苹果四
代， 我买四袋苹果。”“有人通宵排队受冻，

为的是一个叫
iPhone4s

的玩意儿，还微博直
播；更多的人通宵排队受冻，为一张回家的
火车票，泪自流，这就是中国。”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苹果”更
接近“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高级
层次，而后者属于“生理上的需求”和“安全
上的需求”低级层次。而且，百姓发声的分
贝，远不如有能力实现高级层次需求的精英
人群。 新闻媒体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望者，更
需要打捞底层民众“沉没的声音”，保障社会
各阶层均衡的利益表达。“一粥一饭，当思来
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也承认，

4

个月大的孙儿吃香港奶粉， 自己也是香
港“限奶令”的受害者。那些压根没指望吃
上香港奶粉的内地民众，更值得我们心疼

和代言。国家质检总局称：内地奶粉合格
率

99%

。央视主持人、全国政协委员崔永
元直言：我哪知道

1%

在哪里呀？

在一些人的思维定势中，抨击“苹果”

政治方向正确；而关注奶粉、地沟油、电信
收费、油品质量、黄浦江漂浮死猪等问题，

则可能触犯“利益固化的藩篱”。

网友曹豫从另一个角度设想：如果媒
体把与苹果较劲的热情，同样用到整治奶
粉、地沟油、水污染、空气污染、食品安全
上，该有多好？二者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不喜欢苹果产品及其服务， 可以选择不
买；但人们吃的喝的呼吸的，可以拒绝吗？

媒体报道消费品质量时，还需警惕商
业利益的困扰。今年“

3

·

15

晚会”上，竟然
出现了某个备受争议的乳制品广告，刺痛
了观众的眼球；而微博名人针对“苹果”

“大概八点二十发”的悬疑，尚未得到合
理解释。媒体戒慎恐惧，均衡而公正地审
视社会问题、企业问题，才会有足够的公
信力。

2011

年，央视曾曝光，国家发改委正在
对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进行反垄断调查，受
到工信部旗下《人民邮电报》头版头条的驳
斥。 针对垄断企业的消费者维权和舆论监
督，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博弈过程。网友批
评： 国内某些垄断企业漠视用户利益，“如
果说到傲慢，他们比苹果只多不少”。

就在众议“苹果”的声浪中，能否紧紧盯
住奶粉、雾霾、尘肺病这样一些更为基本的
“草根焦虑”，体现着媒体对本国民众的感情
和担当。

今年，正部级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宣告成立，舆论监督不能滞后于新
一届政府切实解决民生问题的坦诚开放
和扎实努力。 （据《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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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戒指
让绚丽春光在指尖流淌

沐浴着和煦的阳光， 感受着盎然的
生机，女人脱下厚重、单调的冬装，换上
轻便、绚丽的春衫，成为街头最亮丽的风
景。此时，一款时尚精美的珠宝，将起到
画龙点睛的效果， 瞬间引来无数艳羡目
光。

手是造物之宝，又被称为“女人的第
二张面孔”。人们有意无意地都会注意到
女人的手以及手上的佩饰， 甚至以此来

判断对方的品位和修养。 龙泽润宝优雅
呈现“水”系列翡翠戒指，让绚丽春光在
指尖流淌。

源自香港，传承百年，龙泽润宝凭借
卓然的设计， 引领翡翠珠宝潮流风尚。此
次推出的“水”系列翡翠戒指，秉承中西合
璧的原创设计理念，无色玻璃种翡翠巧妙
搭配彩宝、美钻等，时尚优雅又富于浪漫
气息。无色玻璃种翡翠是翡翠中最名贵的

品种之一，晶莹剔透，温婉灵动，通常来源
于老坑翡翠原石，占矿山翡翠原料出产量
不足

1%

。历经数百年持续开采，资源日渐
枯竭，价格不断攀升，极具升值潜力。不同
色彩材质混搭，是时尚的优雅法则，更是
高级珠宝的独特风格。在产品严重同质化
的翡翠市场上，“水”系列翡翠戒指，跳脱
了翡翠一贯的浓绿， 以其独有的纯粹、平
和之美，让人一见倾心。

龙泽润宝独有的
100%

纯手工镶嵌
工艺，更确保了“水”系列翡翠戒指的非
凡品质。每个款式仅有一件，为你带来专
属的尊贵体验， 同时能够轻松搭配不同
服饰，充分满足不同场合的装饰需求。

（龙润）

“作风病”反弹 不啻一记棒喝

李浩燃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哈尔滨市鸿翔路一

带的“吃喝一条街”重新火爆了起来。高档饭店
包间里“处长”、“局长”、“主任”之称时有耳闻，

结账时数千元的金额分着开几张发票，一些车
牌用“免费停车”标识巧妙遮挡。

“吃喝一条街”又变热闹，折射出公款浪费
之风有所抬头。 改进作风八项规定出台以后，

中央领导带头垂范，各地各部门也从狠刹吃请
风、迎送风、浪费风等做起，倡导节俭开会、务
实调研，严格规范公款消费，取得明显成效，大
家过了一个风清气正的元旦和春节。如今，“作
风病”的反弹再次警示我们，根治这种慢性病，

绝非一日一时之功。

事实上，早在中央部署改作风之初，就有
声音提醒：改作风不能一阵风，反浪费也不能

三分钟热度。否则，如果上级一重视，马上就
抓，领导不强调，立刻就放；如果雷声很大，雨
点很小，风头过后，一切照旧，这种一阵风的改
作风，本身就是一种坏作风。凡此种种，不仅有
悖政策初衷，达不到预期效果，更在无形中渐
渐消解宝贵的信任资源，失去群众的信任与拥
护，给以后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埋下隐患，危害
极大。

正因如此， 如何避免此次转作风流于形
式，既考验决策智慧和政策执行，也攸关党和
政府的权威与公信力。也正因如此，习近平总
书记才会要求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改
作风。

在一些地方，硬政策遭遇软抵抗，“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的剧情不时上演，其背后的观望

心态、侥幸心理不容忽视。“很多事拖一拖就拖
黄了”，正如某位乡镇干部所理解的改作风，一
些措施开始很严格， 到后来就难免放松和疲
劳。在类似“政策会疲倦”的惯性猜想之下，许
多人以侥幸心理虚与委蛇、敷衍应对，甚至以
“墙头草” 的姿态揣摩上级风向， 择机打擦边
球，以为“只要别撞到枪口上”就行了。“不开公
车，租车赴宴”等掩耳盗铃的行为，就是变相对
抗禁令的典型案例。

政策落实打折的表象背后，也存在着利益
交换的潜规、财务机制的漏洞。既然有人感叹
“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大吃大喝为什么还是
屡禁不绝？就像一些干部坦承，谈判桌上办不
了的事情，往往一上酒桌就办成了。既然公款
浪费人人喊打，为何“主任”、“局长”频频赴宴？

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不断深化干部人事、行政
审批、财政预算等制度改革，让权力真正在阳
光下运行，让明规则战胜潜规则，才能固化改
作风的既有成果，从根源上消灭不断翻新的花
样。

在某种意义上， 历经严打的旧俗恶习，就
像没被杀灭的残留病菌，一旦死灰复燃，耐药
性会更强。承诺既已作出，就应按照中央领导
所要求的，一级做给一级看，对问题常态抓、长
期抓，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真正革除“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的沉疴痼疾。据报道，从今年起，

我国县级以上政府公务接待经费将逐步公开，

我们期待这样的举措能够更多出台、 更快落
实。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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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
折，直走咸阳。”当年唐末诗人杜牧挥笔
写下《阿房宫赋》时怎能想到，千年之后
这一“天下第一宫”又起争端。据

4

月
1

日
《人民日报》报道，近日，曾作为陕西省重
点招商项目、 投资两亿多元的阿房宫景
区，在运营

13

年后将面临拆除的命运，取
而代之的是规模更大、 耗资更多的阿房
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阿房宫到底是什么样子， 现代人谁
也不知道，只能从诗人杜牧笔下的《阿房
宫赋》去遐想那一华丽、壮观的“美景”。

据悉，为了重现昔日阿房宫的辉煌，阿房
宫景区于

1995

年破土动工，

2000

年正式
运营。

2006

年，这一景区还被评为“陕西
最值得外国人去的

10

个地方” 之一。然
而，好景不长，这个年仅

13

岁的复古景观
因始终未获国家文物局的认可， 被列入
“违建”名单而面临被拆除的命运。

其实， 利用现代工艺和技术复建阿
房宫， 无论建得再怎么逼真、 再如何精
美，也只不过是一个“山寨”版的现代建
筑。如今这个“山寨”阿房宫要被拆除，说
明当年的决策有问题， 它与国际文保理
念相悖，也有违遗址保护方案。要拆除这
个“山寨版”，拆了也就拆了，但据说当地
还要再建一个规模更大、 耗资更多的阿
房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对此，笔者不赞
同。

一来， 发展经济是不是非得靠复古
建筑？陕西西安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现
有文物资源也十分丰富， 把现有的文物
资源保护好、利用好就已功德无量，何必
再投巨资建什么遗址公园？二来，

13

年前
兴建“山寨”阿房宫，已经证明是一次失
败的商业开发，巨额投资打了水漂，拆除
还要花费巨大， 如果还要再投巨资建一
个更大规模的公园， 实际上仍暴露出发展观念上对复古建筑的
依赖，更说明缺少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高智慧、高谋略。

有人或许会说，发展经济就是要秉承“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的理念，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积极开发。而陕西西安作为十三朝
古都，拥有大量文物古迹，尤其是规模庞大的周秦汉唐四大古都
遗址，令世人艳羡，如此丰富的文物和古迹资源，就更应该大力发
掘并为现代社会服务。这个理念看起来没有什么错，但却违背了
一个基本的规律，那就是历史古迹不可复制，也没有必要复制。社
会发展要向前看，不能只巴望着吃老祖宗留下的那点东西。

事实上，反观这个新阿房宫项目，有关方面仍然是挂着遗址
保护的“羊头”卖商业开发的“狗肉”。比如，据介绍，阿房宫遗址
保护管理办公室决定采用城市公园和遗址保护相结合的方法，

计划
3

年内建成
2.3

平方公里的考古遗址公园， 完整保护古迹并
免费对市民开放。同时，在外围共

12.5

平方公里的阿房宫人文旅
游区，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业、服务业、高端地产等来拉动经济。

这个新项目不仅将占用大量土地，动用大量资金，而且还将继续
走商业开发的老路。该庞然大物最终能否如决策者所愿，产生巨
大的社会效益，值得怀疑。

笔者认为， 鉴于西安开发阿房宫资源已经有过一次失败的
经历，与其继续复建，不如就此“打住”，别再搞什么商业开发，把
现有的文物古迹资源用足、用好、保护好，比什么都强。

（据《中国青年报》）

老实人吃了亏怎么办？

石香元
现实生活中，老实人吃亏的

现象往往难以避免。因为老实人
不争不抢，风格高、品质好的特
点注定了其吃亏的几率偏高，是
容易吃亏的对象。而人们也正是
从吃亏中辨识老实人的，凡是能
戴上老实人帽子的，肯定是不止
一次吃过亏。 值得警觉的是，如
果让老实人一再吃亏，亏得让群
众看不过眼，甚至在一定范围内
都寒了心， 这就不可等闲视之，

必须做点什么了。也正因此，“不
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
得利”被写进了十八大报告。

党史上早就有不让老实人
吃亏的传统。张思德是我们熟悉
的英雄模范， 在平凡中默默奉
献，是名副其实的老实人。为了
纪念他“重于泰山”的不幸牺牲，

毛泽东同志不仅亲自参加了他
的追悼会，还发表了著名的文章
《为人民服务》，不计得失的张思
德由此成为全党同志永远学习
的榜样。 当代雷锋传人郭明义，

也是乐于助人不计报酬的老实
人，他最终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
和道德模范，成了举国上下家喻
户晓的“当代雷锋”。可见，那些
甘于奉献、勇于吃亏的老实人是

不会被忘记的， 只要看清了、认
准了，就会给予公认和褒奖。

然而， 及时发现和找到不怕
吃亏的老实人，也不是件容易事。

由于老实人普遍具有厚德的共
性，做事扎实，不事张扬，推功揽
过， 甘于吃亏往往是他们的品行
风格，吃了亏常常“不足为外人道
也”， 致使知悉的范围相对较小。

另一方面， 能让老实人吃亏的投
机钻营者， 其手段也越来越具有
欺骗性， 尽管领导常常会有所察
觉，却很难短时间内看出端倪。如
何不让老实人吃亏？ 首先各级领
导要善于发现和辨别老实人，在
平凡中看到不平凡， 透过台前的
光环发现幕后的英雄， 把深藏在
“泥沙”中的金子挖掘出来，找到
那些默默奉献的老实人， 让他们
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对待， 真正走
出吃亏的现状，由吃亏变为吃香。

通常情况下， 吃了亏的老实
人，只要被发现，大多能被还以公
道。 然而，“最难改变的失误是用
人”，在干部任用上吃了亏的老实
人，若想改变吃亏的现实，或者说
要从吃亏中得到纠正，往往不易。

“不让老实人吃亏”往往只是作为
要求，讲在提拔任用干部之前，一

旦结果出来，面对吃亏的老实人，

却不易有解决问题的举措。 人们
对吃大亏者， 往往扼腕叹息却爱
莫能助。这种用人倾向，最影响群
众情绪和心态， 有时甚至会造成
一定范围内价值取向的摇摆。从
这个意义上说， 不让老实人吃亏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是非公道的问
题， 而是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的
发展和社会风气的净化。

从历史经验看，面对老实人
吃大亏的问题，最见效、最直接
的办法就是坚决予以纠正。但现
实中人们见得多的还是“下不为
例”、“从今后严起”，而有些事之
所以亏了就亏了， 说到底就是
“老实人吃亏”的背后往往是“投
机钻营者得利”。因此，在叫停和
纠正让老实人吃亏的同时，还应
搞清楚到底是哪些人给投机钻
营者亮了“绿灯”，对那些让投机
钻营者得利和让老实人吃亏的
责任者，坚决予以追责。同时，还
要及时发现吃了大亏的老实人，

敢于打破各种条框束缚，还老实
人以公道。只有这样，老实人才
能层出不穷，社会环境和风气才
能不断得到升华和净化。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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