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7月29日 星期五 编辑蔡富根 组版王雪 校对 刘军02 XING YAN星眼

星 雨

耿银平

关键在于能否让群众得到真相

非常道
feichangdaoF

个人购买的摄影器材、笔记本电脑,甚

至跑步机、洗脚盆,一一在单位财务报销

——山东省临沂市临港产业区原党工委委

员、纪工委书记李忠余把单位当成了“自留

地”,最终给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7月28

日《法制日报》）

公费报销本是机关财务支出的一种重

要形式,但近年来出现了愈演愈烈的私费公

报现象,而且已经成了机关财务管理中的一

个大“黑洞”。

造成机关单位私费公报的主要原因,

是财务管理的混乱。要杜绝这一“黑洞”,就

应该进一步建立健全财务管理的规章制度,

推行机关单位的民主理财制度,实行财务开

支的公开、公正、公平。 美堂 文/图

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铺设这么多的减速设施，走在上面

还不把人给颠死？”

——西安长安区东长安街一段长约1

公里的道路设有42个减速带，这段坡道

宽约50米，坡度30度左右，蜿蜒盘旋呈

“S”型。司机表示，这么密集的减速设备

很伤车。

“中国楼市泡沫是用钢造的，要打破

简直愚不可及。”

——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不应该限

购，“老是说楼市有泡沫，要打压。愈是打

压，房子的供应量愈少。”

“自留地”

光着脚排涝更应甩开膀子治涝reyiR热议

时评Sshiping
7 月 28 日 温 总 理 在

温州事故现场的讲话中

说：“我们要更警醒地认

识到，发展和建设都是为

了人民，而最重要的是人

的生命安全。它也让我们认识到，一个

政府，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护人的生命

安全”。生命只有一次，任何发展，都

应该将这种生命敬畏感放在第一位，用

资源最大化、精力最大化和精神精细

化，为安全和生命保驾护航。这样的发

展才是和谐发展。温总理还要求：“这

起事故能否处理得好，其关键就在于能

否让群众得到真相。因此，处理的过程

应当及时、准确地向群众发布信息。”

(本报今日4、5版）

而要如实调查真相，就必须认真、细

致，绝不能马虎从事，不能急于求成，这

里不妨引用 7 月 28 日央视的一则报道：

1998 年 9 月 2 日凌晨，由纽约起飞前往

瑞士日内瓦的 111 号航班失事，机上 229

人全部遇难。飞机坠毁后，全机分裂成

数百万个碎片，为了查明飞机失事真

相，美国联邦航空委员会连同有关各

方，耗费四五千万美元，花了几年时间，

以名副其实的“海底捞针”精神和方式，

硬是从失事海域打捞出成百万片 111 号

班机的碎片，用这些碎片，拼出了飞机

的原状。最终，找到了空难原因：由于

机上电线短路引起的火花点燃了隔热

层，再由隔热层点燃了其他物体。

看到这则新闻，我有一种强烈震撼

感。联系到“温州动车悲剧”的原因，无

论从最初的“雷击”，还是 7 月 28 日的

“信号灯缺陷引发动车追尾”，由于调查

时间太短、投入精力太少，或者说仍缺

乏坦率透明的态度，得到这个结论，似

乎有点草率。正如央视的批评：“这次

事故处理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合理、不科

学、不严谨的地方。和其他一些国家相

比，我们的铁路部门在尊重科学、尊重

生命方面，确实还有许多要改进的地

方。”

一个理性和成熟的社会，就应具有

这种生命本位，就应该具有这种精细到

魔鬼化的安全信念。有了这种安全理

念，就算是曾经发生重大事故，行业公

信力也能很快得到修复，业已造成的重

大心理损伤也能得到及时疗愈。

因此，希望我们能多一些“精细到

魔鬼化”的灾难调查意识，不惜金钱，不

惜精力，扔掉面子，实事求是，将客观的

灾难真相“挖”出来，给群众带来更多的

安全期待。

个税与限购挂钩
有损社会公平

一张郑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吴天君赤

脚排涝的照片引起网友热议。拍摄者称其

在一处积水路口看到有两人在排水口用手

捞树叶杂物，“凑热闹拍了张照片”。对该照

片有网友质疑其为作秀，也有部分人表示赞

同。（7月28日大河网）

入夏以来，很多城市大雨淹城。在诸多

“看海”的新闻里，主角一般都是在雨中受阻

的市民，很少能看到官员在干什么，更别说

头头脑脑了。郑州则不然，大雨中的聚焦点

是代市长。他在积水路口赤脚捞树叶的一

幕，成功地吸引了公众的眼球。

对于市长赤脚排涝，很多人认为是作

秀。这也难怪，因为官员种地、公务员扫大

街等此类性质的事很多，不能说都很假、都

没用，但大多都属“一次性消费”，热闹过后

再无下文，很难让人相信这不是作秀。

但作秀也分有用和没用，如果是前者，

做做也无妨。这位市长光着脚捞树叶，不能

说没有作秀的成分。但通过这种作秀行为，

能展现一种亲民实干的形象，也展示了重视

城市防洪防涝的姿态。而市长身先士卒，对

有关部门是一种督促和压力。此外，领导亲

临一线，也能掌握第一手的资料，能就地及

时地解决问题。比如，这位市长通过实地检

查发现树叶容易堵塞排水口，除了自己动手

捞树叶，还通知有关部门在每个排水井旁安

排一个保洁人员清理落叶。如果不亲临现

场，这个情况不一定能掌握和及时解决。

但话说回来，市长毕竟是统揽全局的

官员，如果能通过科学调度、严格督促，让有

关部门各就各位，相关人员各尽其职，协同

做好排涝工作，这样会更好。

而更为重要的是，市长不能仅光着脚排

涝，更应甩开膀子治涝。要通过这次现场调

查，发现城市防洪中的问题，回去后，好好规

划和建设城市的防洪设施，解决好城市的排

水系统，真抓实干把城市的“良心工程”做

好，让城市摆脱“逢雨必涝”的局面。 郭鑫

个税修正案将于 9 月 1 日开始实施，

起征点由 2000 元提高到 3500 元，预计有

6000 万人不用再缴工薪所得的个人所得

税。这是一件利民减负的好事，但很多人

却因此遇到了烦恼：“不纳税”，将没有个

税证明，这将会对他们造成怎样的影响？

（7月28日《人民日报》）

对于工薪阶层来讲，个税起征点提高

原本是好事，现在，却成为城市外来人的

烦心事。由于这部分外来人口不缴个税

后，没有了纳税完税证明，所以，就不能享

受城市里的购房、购车政策，甚至还会波

及到城市户口、孩子入学等一连串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张完税证明对纳

税者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个税完

税证明成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凭证。

但是，城市的管理者没有必要把个税

完税证明，当成购房、购车以及其他社会

福利的“通行证”。因为，一方面，不缴个

税的人，其实也是纳税人。由于我国现行

的税种，大都是间接税，公众在不知不觉

中就向国家缴了税，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对

此形象地描述，事实上任何一样消费，不

管是在超级市场买东西，还是用电交电

费，打电话交话费，里面统统都有税，只不

过你不知道而已。因为间接税隐匿在日

常的消费中，以至于很多人察觉不到。所

以，在我国，人人都是纳税人。显然，只凭

个税完税证明，就能购房、购车，对于纳税

人来讲，有失公允。

另一方面，有欺贫爱富嫌疑。以个税

完税凭证，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筹码，就

相当一个人收入多少可决定享受一项制

度权利。至少每个月收入超过3500元的

人，才有资格购车买房，子女才有资格上

学，这项公共政策的天平，无疑偏向高收

入者，而剥夺了较低收入者权利，有向富

人“抛眉眼”的嫌疑。

更为重要的是，会严重损害社会公

平。税收作为调节分配的手段，其最为重

要的功能是调节收入差距，缓和社会各阶

层的矛盾。现在的问题是，购房购车成为

较高收入群体独享的盛宴，而普通百姓则

只能是老实巴交地交间接税，这不但会激

化社会矛盾，社会各群体间的马太效应也

会越来越明显，而且也会有损社会公平与

正义。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个税起征点提高

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各地的购车购房等限

购政策，也应及时作出调整。现在距个税

起征点调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公众则

期望，各地政府拿出诚意，及时“修葺”这

项不合时宜的制度。 吴睿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