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评时 评 2014年2月26日 星期三 5

近日有媒体播出题为“除戾气，正

风气”的新闻，曝光了一些人遇到鸡

毛 蒜 皮 的 事 就 言 行 粗 暴 甚 至 拳 脚 相

向的丑行，并追问“这种暴戾之气究

竟从何而来”。

其实，被曝光的丑行并非个案。近

些年，风气不正戾气盛，成了一种怪

世相。不骂人、不打人，是幼儿园时

期就立下的“童子规”，也是为人处世

的启蒙课，而现在这些“童子规”对

一些成年人来讲竟遥不可及。一些成

年人开口就骂，动手就打，不问青红

皂白，甚至分不清谁是谁非，干脆就

是一言不合即动手。“用拳头说话”成

了 一 些 成 年 人 处 理 问 题 的 基 本 方 式

方法。

尤 为 可 怕 的 是 ， 一 些 人 以 强 凌

弱，横行霸道，不仅不以为耻，反而

引以为荣，以心狠手辣为炫耀。他们

逞 凶 作 恶 ， 并 不 是 激 愤 之 下 情 绪 失

控，而是根本不控。说白了，他们并

不是自以为理直气壮才骂人打人，而

是要表示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谁 敢 说 不 、 谁 敢 阻 拦 就 动 手 揍 谁——

乱 穿 马 路 者 反 而 抽 市 容 监 督 员 耳 光 ，

违 反 交 规 的 司 机 反 而 对 交 警 动 手 ⋯⋯

诸如此类的撒野耍泼，不正是这种戾

气的表现吗？

除戾气就是正风气。没有健康的社

会风气，没有良好的道德水准，一个国

家的经济再发展，综合国力也强大不起

来，文明程度提高不了，也就难以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社会必须有起码的底

线，守法守德应是基本的共识。法治社

会不能容忍暴戾之气。

《治安管理处罚法》 等法律法规早就

规定了对殴打他人的惩罚标准，可惜一

直以来不少暴戾行径往往被视为“脾气

不 好 ”、“ 意 气 用 事 ” 而 加 以 “ 原 谅 ”

了。打人者逞凶后一个个都能扬长而去

——这在客观上形成了打了也白打的导

向。有关方面更应加大执法力度，彰显

法治社会本质。让法律法规落到实处，

严惩打人凶手，封杀“用拳头说话”的

空间，才能正本清源。

2014 年广东公务员录用考试报名正在进行，部分

公安特警、监狱、戒毒管理机关一线护理等职位报考

学历门槛，放宽至高中、中专和技校。广东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主要是引导和鼓

励更多人才投身基层、扎根山区，解决山区基层“招

人难、留人难”问题。

在“招人难”问题普遍存在、一时还难以从根本上

解决，山区基层又急需人才的现实情况下，这不失为务

实之举，值得充分肯定。但采取放宽学历、年龄条件等

措施，降低公务员招聘门槛，只能作为招到人的权宜之

计，而不宜作为提高人才队伍质量的长久之策。

有人认为，像特警、监狱、戒毒管理机关一线护理等

职位，似乎属文化、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并不需要高学

历；即使是只有高中学历的小学老师，只有中专学历的卫

生院医生，在不少地方也常见，看起来也能胜任。笔者以

为，做得了和做得好是两个层次；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当

然努力追求做得好，以更好地推动发展、促进和谐、造福

百姓。特别是山区基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本来就比城

市落后，更要求政府部门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推动区域

平衡发展，让城乡居民平等地享受发展成果。

人才的数量、质量是决定一个地方发展快慢的关

键因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薄弱环节正在山区基

层。山区基层长期缺乏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会导致

发展更加迟滞，又进一步加剧“招人难、留人难”问

题。要形成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不能长期采用降低

人才门槛的办法，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和鼓励更

多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到艰苦边远地区。

中央提出，要健全人才向基层流动、向艰苦地区

和岗位流动、在一线创业的激励机制。部分高学历高

素质人才不愿意到山区基层工作，主要原因是工作条

件艰苦、经济收入低、个人晋升空间不大等。引导和

鼓励更多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投身基层、扎根山区，

不妨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着力解决上述问题。比

如，把更多的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指标投向艰苦边

远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优先和更多地增加山区基

层公职人员的收入；探索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

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使基层广大公务人员在职

务晋升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也能通过职级晋升获得较

好的福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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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戾 气 就 是 正 风 气
奚旭初

没有健康的社会风气，没有

良好的道德水准，一个国家的经

济再发展，综合国力也强大不起

来，文明程度提高不了，也就难

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降 低 门 槛 不 如 提 高 待 遇
黄琳斌

近段时间，不少地方相继召开考核兑现大会，对

去年照章纳税较多的企业法人，分档次用财政资金给

予奖励。

这些税款看似全由企业缴纳，实际上有相当一部

分是将消费者负担的税收由企业集中缴纳，消费者才

是真正的纳税人。分析奖励纳税大户的原因，是由于

各地为了加快当地经济发展，在招商引资中随意出台

税收优惠政策，人为创造“洼地效应”，严重扭曲了

经济发展的合理布局。从税法规定看，照章纳税是法

律规定的应尽义务，是企业分内的事情。对义务给予

经济奖励，显然不妥。

其实，税收的减免权限等都应该由国家有关主

管部门设定，各地不得自立名目，国家早就明令禁

止各地随意自行安排的减免税款和税收先征后返等

奖励政策。近年来，国家财政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

务 均 等 化 ， 对 地 方 财 政 分 配 体 制 已 经 作 了 相 应 调

整。因此，不允许也不应该再对纳税大户进行税收

奖励。

近日，笔者下乡到小麦产区调研，一位村党支部书记

介绍该村主要发展香菇产业，已经多年没人种粮食。村

支书在介绍时一脸的荣耀，似乎“无粮村”是个至高无上

的美称。这让人不禁生出一丝忧虑。

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本。粮食产业关系到国计民

生和长治久安，群众无粮可食就难以生存，国家的经济发

展也将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我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

粮食生产，近些年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粮食生产的优

惠政策。

随着城市工商资本逐步涉足农业、进入农村，一些地

方大力发展工业和见效快的非粮产业，很多农田被用来

建厂房，很多农村劳动力变身产业工人，这有利于经济发

展和增加农民收入。但是，片面追求经济利润容易放松

粮食生产，少数地方粮食种植面积逐渐萎缩，已越来越成

为粮食安全的隐患。

地方政府应树立粮食安全观，遏制非粮化发展倾

向。在招商引资中，严格准入门槛，将随意圈地改变

土地用途的工商企业拒之门外；严格土地流转，确保

农田粮用。同时，还要加大对农民生产粮食的补贴力

度，重奖种粮大户，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引导农民

拿起锄头。

莫一味追求“无粮村”
刘剑飞

照章纳税何需奖励
李长瑞

在日前召开的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我国

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影子银行近期增长过快，将

对影子银行实行有效监管。笔者认为，这说明中国

金融改革正在深入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

的关于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并重的政策正在得到进

一步落实。

最近，社会高度关注金融产业的走向。除了聚焦影

子银行问题外，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也引起了社会

广泛争议，较低的佣金率赚足了广大投资者的眼球，同

时遭到部分业内人士的强烈批评，指责其为“金融寄生

虫”。正所谓各说各话，莫衷一是。

经济学上对于重大改革时期有关政策的试行观察

期称之为政策“空窗期”。该“空窗期”时间太短，

不利于制定出完善的监管政策；但如果“空窗期”时

间太长，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所以时间尺度拿捏十

分重要。

近段时间以来，央行关于影子银行问题的频繁表态

吸引了市场的注意。就在上周，央行通过首次公布地区

社会融资规模来加强对地方影子银行的监控。央行相关

负责人表示：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包括了各类融资工具的

数据，包括各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工具。通过对这些

数据的监测分析，能够发现区域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和风险点。可见，金融监管机构高度关注影子银行等新

生事物，并正在制定切实的监管政策。

有关方面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2013 年中国社会

融资达到 17.29 万亿元的年度历史最高水平，信托公司

和其他影子银行实体提供贷款增至创纪录的 5.2 万亿元

左右，占社会融资总额的 30%。而为了遏制影子银行

带来的不良影响，监管层此前多次予以调控，包括规

范理财产品投资领域、资产管理方式、信息披露标

准及通过收紧银行体系流动性，来切断影子银行融资

规模快速扩张的资金源头，这些措施得到社会普遍赞

同。的确，金融创新和监管不可偏废。当前，我们要

特别重视影子银行和余额宝互联网金融产品等出现的

问题，对于这些金融产品的金融监管“空窗期”不宜

太久。

金融监管“空窗期”别太长
冯是虎

严 重 污 染 可 否 索 赔

近日,石家庄市民李贵欣起诉该市环境保护局，
要求其依法履行治理大气污染的职责，并赔偿对其造
成的损失。他认为，自己的健康、经济都因雾霾而受
损，环境管理部门应承担损失。

@不是高人:环境问题无小事，由此产生的影

响更是大问题。环境的恶化不仅仅是环保部门的

事，更是全社会的大事。形成环境污染的根源是

什么，政府特别是相关部门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

任？很值得关注。当然，最关键的是如何改变这

种现状。

@方其军:如果法院能对环保部门作出实质性处

罚，当然是一个进步，但其中需要解开的结太多。

客 车 超 员 乘 客 有 责

近日，一辆从湖北荆门开往深圳的长途大客车
严重超员。当民警登车检查时，超员乘客却“不见
了”。民警检查发现，居然有 11 名乘客藏在行李
舱内。虽然该客车司机被记 12分，吊销驾驶大客
车资格，但乘客的“配合”总令人不是滋味。

@苏天文:超载检查面前，乘客居然相当配合地

躲在了行李舱，这着实令人不解。因为超载首先威胁

的就是乘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看来，乘客对自身权

利的维护意识，亟待加强。

@少虞:罚款对于客运公司来说，难以起到根

本性效果，扣掉 12 分、吊销驾照才有威慑力。不能

纵容拿整车人生命冒险赚钱的做法。

认 同 面 前 更 需 冷 静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3》日前发布。
调查选取了英国、美国、南非、印度、俄罗斯等
7 国，覆盖样本3017人。多数国际民众认为中国已
成为世界大国；半数以上外国人乐于和中国人交往，
他们认为中国人神秘、理性、创新并且很幸福。

@和邻睦里居士:中国是大国，“大”在人口多，

“大”在历史久，“大”在文化浓，“大”在经济快速

发展，这都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王亚鹏:成绩面前别骄傲，百尺竿头须进步。

降低艰苦岗位、山区基层公务员招聘门槛，只能作为招到人的权宜之计，而不宜作为提高人

才队伍质量的长久之策。归根结底，还是要在提高待遇上做文章

降低艰苦岗位、山区基层公务员招聘门槛，只能作为招到人的权宜之计，而不宜作为提高人

才队伍质量的长久之策。归根结底，还是要在提高待遇上做文章

春节刚刚结束，国内房地产市场就吹来了一股

“冷空气”。杭州、常州等地纷纷传出部分楼盘“六折

甩卖”的消息，就连一向“高大上”的上海、广州也

接连推出了“意想不到”的折扣。

房地产市场“屡调屡涨”的怪圈，持续成为社会

热议焦点。就连“史上最严”的“新国五条”，也没能

阻挡房价强势上涨。2013 年，我国 70 个大中城市住房

价格依旧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如果说北上广深等一

线城市，坐拥经济、政治等资源禀赋，房价水涨船

高，尚能令人勉强接受的话，那么，二线城市甚至是

三、四线城市的房价高企，就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了。

随着房地产调控更加科学精准，银行等金融机构

对房贷提高门槛，更多购房者持币观望，存量房数量

持续增加，一直虚火旺盛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一定幅

度的房价波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至少向市场

传递了两个正面信号：一是向盲目涌入房地产市场的

资金发出了警告，有助于整个市场的平稳理性；二是

向投机炒房者发出了警告，有利于房价更加真实地反

映市场需求。

没有哪一个行业稳赚不赔，没有哪一个市场只涨

不跌。去去虚火，挤挤水分，应是房地产市场健康发

展的一堂必修课。

楼 市 该 去 虚 火 了
时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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