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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 评评 以“尚德守法 共治共享食品安全”为主题的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正

在全国各地举行。调查发现，近期多地出现假海蜇丝、假鸭血、假皮蛋等问题副食小

菜。这些人工合成的食品，有的使用非法添加剂甚至有毒有害化工原料，有的将合法

的添加剂当成原料，用法、用量十分“任性”，健康风险很大。据介绍，制作问题副食小

菜的黑作坊，主要供货对象是小餐馆以及无证大排档、烧烤摊点。食品安全关乎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要确保“产”得安全、“管”得到位，切实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时 锋）

如 此“ 任 性 ”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 ，

来 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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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条微博很火。一名陕西女网友发布的照片

显示，有人将腿和脚置于某水源地水库的水里，并配文

“××市人民是否都能喝到我的洗脚水”。当地媒体纷纷

做出报道并对其予以批评。

这条微博之所以火爆，主要是被骂火的，网友表示

很震惊，也很愤怒，一边倒地谴责该女子的不道德行

为。有少数网友认为该消息是否属实尚待查证，但这样

的声音很快被口水淹没。当地网信办称，至今并未找到

发该微博的女子。

此事件如果确实无疑，这位女子及其同伴的行为当

然应该被谴责。不过，一些媒体仅凭一张配图及对水库

管理方的采访，缺乏对当事女子的查证，就言之凿凿地

认定是新闻事实，是否显得有些草率？

在媒体格局深刻变化的大环境及强大竞争压力下，

用户数、点击量、转发数既是强大诱惑又是巨大压力。

媒体的确很难拒绝这样极具卖点卖相、能赢得骂声一片

的“好新闻”。骂声中媒体获得了点击和转载数，网友

获得了道德优越感。看似皆大欢喜，但结合饱受诟病的

标题党及为吸引眼球而采取的低俗煽情、炫富卖丑、戏

谑恶搞、迎合猎奇、打擦边球等行为，一个严肃的问题

摆在面前：在眼球经济盛行的当下，如何以舆论场的自

我净化来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和虚假信息？

一个健康的舆论生态场就像一个健康的生命体主动

预防疾病一样，应具备自我净化及纠错能力，始终让积

极正面理性成为主流，并引导民众求真向上向善。回到

事件本身，女子水源地洗脚这则信息，如有理性的声音

来制衡，当地官微、电视台及各大门户网站认真求证，

广大网友以理性思辨代替狂热责骂，是能够阻止这个尚

未被证实的事件成为舆论热点的。

这说明，当下的舆论生态特别是网络及微博微信等

社交媒体舆论生态，在制衡机制上尚有不足，当舆论偏

离航向时，还缺乏足够积极理性的力量来完成自我净化

和对虚假低俗信息的自动筛除，包括完备的监管机制、

严格的行业自律及网友的理性文明。这再次警醒我们，

打造一个健康的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并非一日之功，还须

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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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模式须强化效率约束机制
盘和林

判断货币政策的取向，不能仅看个别月份数据，也不能只盯住一两个指标，而需要

结合各方面因素进行全方位分析。稳健是对我国货币政策当前形态的客观描述，在“去

杠杆”的背景下，宽货币不会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取向

稳健货币政策取向并未改变
才 道

近日，财政部与 20 个部委联合启动

了第三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示范项目申报筛选工作。据财政部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统计，全国 PPP

项目数量已经达到 8042 个，投资总金额

为 9.3 万亿元。如此巨量的投资额，既显

示出这一模式广受欢迎，其中所蕴藏的

风险也多少让人有些担忧。近期在水

务、工程、环保等领域，一些专家和业

界人士也表达了对 PPP 过快过热的忧虑。

笔者认为，以 PPP 模式扩大公共产

品或服务供给的举措虽好，但需警惕短

时间集中过度供给公共产品或服务，可

能造成的简单重复低效率供给以及地方

财政未来超负荷等问题。必须强化效率

等约束机制，遵循“量入为出”等稳健

财政原则。

一方面，应当警惕 PPP 模式导致公

共产品或服务的“公共性”被淡化，从

而埋下老百姓将来“埋单”的隐患。长

期以来我国公共产品及服务供给不足，

满足不了广大群众的需求，而 PPP 模式

既将大量的社会资本引入市场，缓解了

政府资金不足的压力，还可以引入先进

的技术与成熟的管理经验等，提升公共

产品和服务的效率。

但在当前各地财政增收压力大、地

方政府融资功能被进一步规范限制的背

景 下 ， PPP 模 式 更 多 地 被 赋 予 了 稳 增

长、扩投资的“新使命”，有些被异化成

了融资工具，甚至出现政绩导向等非经

济因素考量。而在不少时候，公共产品

或服务最为重要的“公共性”被淡化，

企业未来营运能力、收益平衡以及公益

性等被忽略。

另 一 方 面 ， 应 当 警 惕 PPP 过 快 过

热，导致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不合理供

给，从而埋下未来财政负担过重的隐

患。此前，地方以财政收入或是债务直

接支付，都存在一定的“刚性”约束，

而 PPP 模式一定程度上平滑了财政“量

入为出”的压力，在多重因素的影响

下，就导致公共产品或服务不合理供

给，并导致未来财政负荷过重等风险。

这类似于个人“信用卡效应”，购物刷卡

很“痛快”，不知不觉中增加了支出，而

一旦到了每月还款日才知道“痛苦”。

PPP 模式并不是一个融资工具，也不

是简单的扩大投资、稳增长的手段。首

先，应加强对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分类，以

轻重缓急、公益性大小等，来合理安排实

施 PPP 模式的时间。其次，坚持效率导

向，以增加未来财政支付程度作为 PPP 模

式一个重要考量指标。应该优先安排通

过提升供给效率实现利润的项目，对需要

未来财政购买但公益性显著的项目应有

计划地实施，对以未来财政承诺固定回

报、明股实债等变相项目要限制实施。第

三，坚持稳定供给的原则，防止公共产品

或服务波动性供给，导致资源不合理或低

效率配置。过热或短缺都不是资源最优

配置的方式，稳定供给是财政支出合理、

公众负担均衡的前提，不可偏废。

舆论场自净能力待增强
王胜强

以PPP模式扩大公共产品或

服务供给的举措虽好，但需警

惕短时间集中过度供给公共产

品或服务，可能造成的简单重

复低效率供给以及地方财政未

来超负荷等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 6 月 15 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5 月信贷规模较 4 月出现明显反

弹。在 4 月信贷增速一度放缓之后，5

月信贷增速有所加快在市场预料之中。

但有观点认为，四五月份信贷增速“一

慢一快”体现出货币政策在紧与宽之间

的“摇摆”。

观察货币政策的稳健性，仅仅看个

别月份数据就下判断是不准确的。为适

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考虑到金融稳

定的大局，货币信贷月度数据出现一些

起伏是正常现象。从季节性因素考量，

一季度贷款往往增加较多，银行项目储

备大量消耗，使得 4 月份成为传统上的

贷款小月。在经历低点后，5 月信贷增

速又往往会转暖。因此，需要看几个月

乃至一年的平均、整体情况，才能对货

币政策稳健与否作出合理判断。

尽管如此，对于当下我国货币政策

的取向，市场上仍然存在不同的看法。

有观点认为，当前货币政策较宽松，广

义货币 M2 增速近年来一直较快，保持

在 13%左右，5 月信贷增速重回“增长

轨道”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也有观

点认为，我国货币政策仍然偏紧，观察

央行资产负债表，可以看出从去年下半

年以来，央行资产负债表开始收缩，相

比之下，全球多数央行都在加速扩张其

资产负债表。

在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多变、国内经

济面临下行压力的当前，我国面临的不

确定因素是多方面的。正因如此，货币

政策需要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防风险等多个目标间取得平衡。还需要

保持资本流动和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

减少资本流出压力，防范货币大幅贬值

风险等。

因此，判断货币政策的取向不能只

盯住一两个指标，而需要结合各方面因

素进行全方位分析。从今年前几个月的

情况来看，虽然下行压力继续存在，但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CPI） 涨幅

逐步回升，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环比增速开始由负转正，经济运

行显示出一些积极势头，结构调整继续

取得进展，市场预期有所改善。在经过

季节、基数因素调整并考虑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和债务置换等因素后，当前总体

上货币信贷总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仍

是平稳正常的，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

裕，各种市场利率也保持在低位平稳

运行。

可以说，稳健是对我国货币政策

当前形态的客观描述，也是 《政府工

作报告》 中明确提出的、我国货币政

策 的 取 向 。 在 “ 去 杠 杆 ” 的 背 景 下 ，

宽 货 币 不 会 成 为 我 国 货 币 政 策 的 取

向。正如此前权威人士所说，在利用

货币扩张刺激经济增长边际效应持续

递减的情况下，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

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

分母降杠杆的幻想。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金融形势更为

复杂多变，同时，各国也都追求在更多

经济目标之间的平衡，如经济增长、结

构优化、国际收支平衡、充分就业、金

融稳定等。货币政策仍然面临挑战，需

要更加注重货币政策多重目标的平衡、

需要在总量目标与价格目标之间权衡，

货币政策更需要与财政政策、结构性改

革等政策进行协调。一些国家在加码量

化宽松、负利率等仍然收效甚微之后，

正在寻求更多的刺激政策。

相较之下，虽然我国当前面临诸多

压力和挑战，但经济增长仍处于中高速

水平，核心通胀较为稳定，各种货币政

策工具如存款准备金等仍有较大的调节

空间，货币政策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尚

无须将宽货币纳入我国货币政策的选项

之中。

据报道，《北京市居住证暂行条例》将

于下半年实施，条例对居住证持有人享有

的权利、公共服务和便利范围作出规定，承

诺“当下权益不打折、未来权益有预期”。

实施居住证制度是户籍制度改革的

重要一步，自全国《居住证暂行条例》施行

起，已有 20 多座城市探索推行居住证制

度。居住证制度在全国的逐步落地，标志

着以城市流动人口治安为重点的暂住证

制度，正在告别历史舞台。

从暂住证全面走向居住证，无疑是一

种可喜的进步。首先，居住证制度在全国

范围的推行，将给人们一个更稳定的预

期，是推动和促进创新创业的一个有力抓

手。比如，过去一些人到北京、上海等大

城市创业，往往受制于人员流动所带来的

医疗、就业、子女教育等问题。当居住证

制度实施后，活力得到不断释放，效率得

到持续提升。

其次，居住证制度的有效落实与落

地，也将进一步彰显公正与公平。有序推

进城镇化过程中，人员的管理、劳动者权

利与义务的对等获取等，都是必须面对和

化解的问题。随着居住证制度的逐步试

水与深入，留守儿童问题、城市认同问题、

流动人口带来的城市治安管理等难题可

能逐步破解，将让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淡

化“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疏离感，并强化其

“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获得感。

随着居住证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无

论是享受公共服务还是积分落户，数量庞

大的流动人口都有望从改革中受益。

曹曹 一一作作（（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地铁建设中探索“轨道+物业”模式，有助于缓

解城市发展土地资源紧缺问题，减轻地铁建设政府

财政投资压力，补充轨道交通建设资金，寻求地铁

企业自我造血、自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且，随

着房地产行业进入白银时代，“轨道+物业”也有利

于房地产开发商转型发展。不过，地铁物业与普通

物业有明显的区别，在开发时应考虑地上地下一体

化规划和设计，考虑与地铁建设时序相匹配，考虑

施工安全性等问题。

“十三五”时期，我国水环境将呈现“三力合一”

的治理体系，即推动力、拉动力和行动力三者合一，

共同构成水环境治理的驱动力。水环境治理的推

动力，是指实行从严从紧的环境管制，这是国家强

制力的体现。比如狠抓工业污染防治，强化城镇生

活污染治理，严格控制重污染行业发展，实施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等。水环境治理的拉动力，主要是政

府引导发展的激励政策起到拉动作用。比如推进

循环发展，加强工业水循环利用，建立水效率评估

体系等。水环境治理的行动力，体现在全民行动的

社会治理政策上。修订后的环保法中，政府责任、

企业义务、公众权利等都得到了很大的加强，给水

污染的全社会治理留下了广阔的政策空间。

目前，一些幼儿园和小学间教学内容的衔接变

质了，拼音、写字及小学数学成了一些幼儿学习的主

要内容；一些社会机构以提前学习、强化训练为内容

的入学准备培训大行其道，很多家长耗费了大量的

金钱，幼儿也被迫在不同的幼小衔接班之间赶场，影

响孩子健康成长。对此，教育部门一直努力纠正学

前教育“小学化”现象，并且开展了专项整治活动。

科学的幼小衔接，要求幼小协同、家校配合。对此，

小学要积极参与和配合，根据新生的特点改革课程

内容与教学方法，注重小学教育的生活性、游戏性和

情境性；作为家长，应努力做小学零起点教育的支持

者和监督者，不要做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的鼓动者

和被胁迫者。

家 庭 医 生 别 重 签 约 轻 服 务
罗瑞明

卫计委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力争到

2020 年形成长期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

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全

覆盖。

现如今，虽说医疗网点分布广泛，但

是看病难问题仍然普遍存在。不少城市

的大医院人满为患，看个感冒之类的小病

也往往得花上半天的时间。

缓解看病难，家庭医生被寄予厚望。

他们可以为居民提供定点服务，建立家庭

医疗档案，进行疑难病情解答等，必要时

还可以上门送医，让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

得到有效的治疗，享受保健调理等医疗

服务。

然而，制度的实施并不简单。从以往

一些地方的“签约”情况看，不少居民只知

道医生姓名，难见签约医生一面，而能上

门的医生也未必能快速地诊断病情，有些

时候即使是小病也建议到大医院做检

查。如果家庭医生服务不到位，签约只能

停留在形式上。

所以说，普及家庭医生不能简单地为

签约而签约，而应该“签必行、行必果”，这

需要完善管理制度，建立起监督和激励机

制，与服务量和绩效挂钩，让居民进行评

价和打分，增强家庭医生的责任感。还应

该从基础培训上发力，比如开设家庭医生

学科，充实家庭医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