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鼓励救人”是在给社会道德“压惊”

1

月初，《深圳经济特区助人行为保护条
例
(

草案
)

》公开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后，引起了
社会广泛关注。 该条例在

2

月
22

日已提请初
审。 用法律来保护道德、挽救道德，终于走到
了这一步。 （

2

月
25

日《羊城晚报》）

在我看来， 影响最坏的并不是“反咬一
口”的那些人。 社会舆论具有自发选择性，这
种舆论虽然有时候不免偏激，但是大体上，它
追求的总体方向是真善美， 摒弃的还是伪恶
丑。 “以怨报德”的个人行为，终究掀不起什么
大的浪花。

造成了更大不良影响的，恰恰是紧随其
后的法律判决。 有些法律判决，几乎就是在
等同于向社会传达着这样一个事实： 救人
有危险，我辈当谨慎。 社会大众可以接受和
消化得了个别人的不当行为， 但是却难以
忍受法律判决所造成的偏颇。 在令人错愕
的判决面前， 一些传统社会美德难免开始
寸寸崩塌。 当事人三缄其口，事实真相无从
追究。

对“见义勇为”不该纠结于“该不该扶”这
些日常琐事， 而是该解决如何避免见义勇为

的公民“流血又流泪”。 社会冷漠的原因很多，

不能一概归咎于民众道德水准的下降。 法律
的及时调整，则能够坚守住最后的底线。 这种
调整，至少是对见义勇为行为的一种“保驾护
航”。 我们应该把这种“无过错推定”延伸到更
多地方， 让见义勇为者不再有法律上的后顾
之忧或道德遗憾。

当然，这种“无过错推定”很可能有其不
足和缺陷。 但相比它所带来的正面效应，这样
的改变，无疑会赢得大部分人的支持，也是在
给被挟持的社会道德“压惊”。 （张军瑜）

2013

年
1

月
21

日， 大同县扶贫办主任
拿到了山西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文件，文
件明确，大同县享受“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同样待遇。 这意味着，在成为“小康县”

16

年
后，大同县开始享受“贫困”待遇，获此称号
后该县已得到千万元资金资助。

客观地说，充分利用和创造各种条件为
地方谋福利，本身并没有错，而且还应该是
执政为民的应有之责。 戴上贫困县帽子，各
项政策、资金、项目就会滚滚而来，这是个公
开的秘密。同样，挂上了小康县头衔，在招商
引资、 项目引进的时候也会受到格外青睐。

问题在于，“小康”和“贫困”是近乎两个极端
状态，毫无交集，岂能说变就变？

查看“小康”和“贫困”的设定标准
,

指向
并不一致，但对一个地方而言，“贫困”和“小
康”绝不会兼而得之。

知情人士道出了其中的奥秘。当年大同
申请小康县时，有些标准并不符合，但“统计
数据都迎合了小康”。与之相对应，隔壁的阳
高县的书记“坚决没有要”，也就没有成为小
康县。可见，“贫困”或者“小康”，不是首先取
决于实际经济状况， 而更多缘于地方领导

“要或不要”。 为了利益追求，统计数字可以
随意提高或降低以“迎合”需要。出现“贫困”

与“小康”间的随意转换，也就不奇怪了。 “小
康县”变身“贫困县”，不过是统计水分太大
的又一个生动注脚。

关乎民生的收入状况成为了任人打扮

的小姑娘，很像一幕闹剧。 但可笑的并不该
只是当地政府及领导。 利益冲动总是会有，

但各种制度标准应是阻止冲动的根本。而这
其中，数据的客观准确应是个基础工作。 维
护统计的严肃性，必须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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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污成效应“看得见”

24

日，深圳市有市民宣称愿高
价“悬赏”当地环保局长下河游泳。

这是继浙江温州、 广东东莞之后又
一个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事件。 这
些事件不仅反映出民众环保意识在
增强， 而且显露了在治污成效评价
问题上， 官方和民间话语表达的错
位。

此前数十年的工业化过程中，

我国很多地方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
环境遭受了严重污染， 清清河水不
少变黑变臭。 对此， 百姓从空气异
味、 用水变色变臭等直观现象予以
评价， 一些地方关于水污染治理的
工作总结、 宣传材料中却满是专业
术语和指标数据。在许多百姓眼里，

这些术语、数据无异于“天书”。

治理水污染不仅需要“数据的
河流”，更需要“生活的河流”。 多地
环保局长被“悬赏”下河游泳，正是
这一逻辑的体现。其实，问题不只出
在水污染治理方面， 早些时候有关
空气质量争论， 同样存在官方数据
和民间感受的错位。

中央早就提出， 政府工作要以
人民是否满意为根本标准。 要让人
民满意，当然要尽职尽责做好工作，

包括以人民群众看得懂、 能理解的
方式向人民群众宣传解释。术语、数
据固然重要，但现实却胜于雄辩。

环境污染治理难题并不仅仅是
环保局长个人的责任， 民间有人用
“悬赏” 的方式与环保局长较劲，无
非意在说明现实并不像官方工作总
结和宣传中说的那样。面对这些“悬
赏”，相关地方环保部门应该举一反
三，改进工作。 （新华社记者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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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油定价，该大修了

国家发改委决定，自
25

日零时起将汽柴
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

300

元和
290

元。

实事求是而言， 本次价格上调的幅度并
不大，而且按照现有的价格机制，价格上调在
意料之中， 但发改委为了春运的需要推迟了
价格的上调。 但是，最近国际油价跌势并未停
止，在此情况下，急急宣布上调价格，给很多
人的感觉是如果再不调，听任国际油价下跌，

则很可能失去本次价格上调机会。

事实上，自
2009

年成品油价格机制改革以
来，关于成品油价格机制的质疑就没停止过。究
其原因， 概因目前的成品油价格机制存在三大
弊端：一是缺乏透明度，目前定价原则是以国际
原油价格为基础，加国内平均加工成本、税收和
合理利润确定，但具体和哪个国际油价接轨，权
重如何，国内平均成本、税收和合理利润又是什
么样的大概数字，都从未公开。二是每次调价考

虑的因素太多， 成品油定价的市场化和与国际
接轨的大方向并没有坚持。三是

22

个工作日的
调整周期过长， 其实为国内的石油巨头提供了
囤油或左右价格的空间。

正是因为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目前
对缺乏公开透明的成品油价格机制进行彻底
的改革已经成了当务之急。 而对于价格机制
的调整，过去一年来，发改委也不断喊话，而
且多次表示“改革思路正在研究论证中，待各
方基本达成共识后，再择机推出”。 但到现在
为止，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新机制仍然没有
任何出台迹象。

可以说，从最早的政府完全定价，到现在
以国际油价为基础的政府指导定价， 这是一
个不小的进步。 多年的努力也说明，成品油定
价的市场化选择是对的， 是不可逆转的。 但
是，在推动市场化的过程中，应该果断打破现

有的利益格局， 对现有定价机制存在严重残
缺和不符合市场化以及透明原则的机制进行
调整。 如果不能在市场化和透明度上下工夫，

改革就很可能失败。 我认为，未来的新的价格
机制一定要严格跟踪国际油价的变化， 秉承
透明的原则，通过公开、主动、持续的方式披
露新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的关键信息，包
括： 价格的基础是以哪几种国际原油价格为
参照“平均”计算出来的，成品油价格调整的
频率多长，价格幅度如何确定等。 在信息透明
的基础上，缩短价格调整周期，使价格的调整
更具有敏感性， 防止既得利益者对公共政策
的干扰，给民众一个合理的价格调整预期，并
根据情况不断进行完善， 最终形成一个各方
认可、照顾各方利益的相对完善的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产业政策与企业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马光远）

厉行节约反浪费要常抓不懈

习近平总书记对“舌尖上的浪费”作出批
示以来，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 不
少政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纷纷出台规定，将
“厉行节约反浪费”落到实处，从而带动了整
个社会风气的不断改观。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里， 厉行节约反
浪费在社会各个层面、 各个角落都得到了体
现，从政府官员到企业高管，从城市到乡村，

从豪华会所到百姓家庭， 厉行节约反浪费正
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行为准则，令人欣慰。 然
而必须看到，还有个别地方、部门和单位的行
动是在观望，或是仅仅在随大流，是否从内心
真正认同厉行节约反浪费， 还要画上一个问
号。

需要指出的是， 厉行节约反浪费并不是

权宜之计，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党
风和政府工作作风的具体体现， 是建设服务
型政府和培育良好社会风气的题中应有之
义。对此必须抓好、抓实，常抓不懈。这不是一
年半载的事情，更不是一阵风式的运动，而应
该持之以恒不断强化。 长此以往，“节约光荣、

浪费可耻” 的观念才会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和
社会的道德标准之一。

抓好抓实厉行节约反浪费， 必须从建立
健全制度入手， 将严格的公务接待制度与政
务信息公开、财务、审计、追责等制度和社会
监督相结合，多管齐下，形成一个对浪费行为
说不的社会环境。 当“三公经费”可以被人们
细细审察，当浪费行为无处可藏，当挥霍公帑
就会下台乃至坐牢， 那些不拿道德标准和行

为规范当回事的公职人员就会心生畏惧，而
心生畏惧才会让他们自我约束。

从制度入手，就需要各地、各部门和单位马
上行动起来，认真梳理现有的各项制度，对照厉
行节约反浪费精神， 不符合这一精神的就要取
消或者修改， 符合这一精神的还要进一步健全
完善，把制度的网编密编细。当公职人员在制度
的约束下能够认真执行厉行节约反浪费， 就会
对整个社会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尽管还有许多制度亟待出台， 尽管真正
树立起厉行节约反浪费的社会风气还需要全
社会的不断努力，但我们相信，这是时代进步
的必然， 也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
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新华社记者陈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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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杭州的老乡靠微信卖淫
挣了不少，这个来钱快，要不我们也
试试”

———浙江男子用微信替妻子招
嫖，扮女性与人搭讪谈价格。

出处：《钱江晚报》

“姐姐，你考大学很辛苦吧，好
好学习有什么用， 不如找个有钱人
嫁了”

———

10

岁小学女生劝大学生
家教嫁个有钱人。

出处：《长株潭报》

“请人将巢移走，或者等蛋孵化
出再将车取走”

———小鸟在雨刷上筑巢， 澳大
利亚车主将车留下骑车回家。

出处：《环球时报》

“再见母亲一面；再做一次亲子
鉴定”

———长沙男子不信鉴定结果，

疑
7

岁儿非亲生将其掐死， 自首后
仍要求做鉴定。

出处：《三湘都市报》

“他睡了我妹，你还说那种话”

———济南女子婚后三天拿走
3

万元失踪，一年后和丈夫侄子成情侣。

面对婆婆指责辩称自己是“姐姐”。

出处：《城市信报》

“我让她写完作业，自己坐公交
去，没想到……”

———郑州
16

岁少女因母亲未
送其上学从

15

楼跳下身亡。

出处：《河南商报》

“他们听到我的叫声，就把门关
上了”

———深圳女子称因例假拒绝行
房被夫砍断脚筋， 向邻居呼救未获
理睬。

出处：《南方都市报》

“一天都晓得喝酒，屋头啥子事
都不管”

———重庆男子年过四十仍啃
老，嫌老母唠叨将其砸伤。

出处：华龙网
“要不下次有人打架的时候你

去劝劝看”

———恩平夫妻与人口角遭群
殴， 妻被打死。 数百围观者无一报
警，有市民甚至反问记者。

出处：《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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