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200 元钱却加 180元油

在加油机上输入
200

元的金
额，加到

180

元时却被加油员终止，

并迅速在加油机上手动调出“

200

元”的加油记录，被发现后才补上余
额。近日，记者在中石化一加油站加
油，亲历了一次“缺斤短两”的遭遇。

（

4

月
1

日《新京报》）

到加油站加油与上街买菜一
样，给了钱拿到自己该得的东西，这
是惯例。但也有时候给了钱，却拿不
到足够的物品，对此大家称之为“缺
斤短两”。 在人们的感觉中，似乎只
有在地摊买菜时， 才有可能遇到这
种“缺斤短两”的事，在加油站加油
不会遇到这样的事，为什么？因为其
是“公”字牌，消费者信任。大家加油
也只管给钱，不管数字，加油员都会
给够相应的油。 可是随着消费者抓
了中石油加油“缺斤短两”的现行，

似乎这种信任没有了。

从这起个例中看出， 似乎这是
中石油员工的个人行为， 似乎这些
钱收归己有，不会充公，为什么？ 中
石油的答复中给出了答案，“经初步
了解，加油员说是误操作”，对没加
够油的问题，他们说“

200

元油已经
加到油箱了，又没什么损失，这种情
况不可能是企业行为”。

但， 加油数字是由中石油后台
调控的，加油员仅仅是操作，不可能
自己掌握了数据转换。 如果没有中
石油加油系统的转换， 不可能出现
那

20

元油没有加进油箱，却能显示
出

200

元的足额油价。 笔者记得有
一次给摩托车加油， 正好是下午加
油站统一结算时间， 加油站因为收
到的钱数与实际数据差了几毛钱不
能完成结账任务， 因此加油员一个
一个在核对加油数， 足足让消费者
等了半个小时，既然如此，这表盘能
平白无故地转吗。

中石油加油站要给消费者一个
满意的答复， 就要弄清楚这少加的
20

元油到底哪里去了，如果这个事
不弄清，今天有记者加油时少了

20

元， 明天就会有别的百姓加油少了
20

元，这样下来，受损的虽然是消
费者， 但最终受损失的是中石
油———中石油如果丢失了诚信，没
有了道德，并且是职业道德，只能在
市场的大潮中遇到更大的麻烦。

（白峰
/

文许建
/

图）

从上海黄浦江死猪事件看环保

近日看微博， 发现一条微博发
了一张几头小猪浮在像酱汤一样的
大碗里， 博主所画的正是上海黄浦
江死猪事件，画风倒是生动可爱，当
时不解其意，后来浏览相关新闻，发
现到目前为止， 从黄浦江内打捞的
死猪已经上万头。而据新闻报道，被
弃猪尸的源头是在浙江嘉兴地区，

也就是说这些上万头死猪从浙江一
直漂到了上海。 继上海之后，湖南、

安徽相继出现乱弃死猪的事件，而
在

26

至
27

日这两天， 河南的灵宝
市弘农涧河道和本市工业城城东办
事处牌坊村东冷弯河道也发现了死
猪。

若说上海黄浦江死猪之事仅是
“于心有戚戚焉”， 作为一个旁观者
由此延伸去思考环保问题， 那么在
河南两地发生的死猪事件， 就可以
说令人惊悚又愤怒了。

在网上对相关事件进行详细搜
寻后发现，早在

1

月，浙江嘉兴县被

称为“猪三角”的生猪养殖密集地的
竹林村就已经发生了一个月内死亡
一万多头猪的事情， 而这次上海黄
浦江死猪事件的源头发生地又是在
嘉兴地区， 不得不让人担心是否再
次有爆发疫病的可能性， 尤其是据
上海市检疫部门称， 部分死猪身上
检查出了猪圆环病毒， 虽然事后浙
江省嘉兴市畜牧局副局长称， 猪圆
环病毒是一种猪的常见病， 不算是
重大的动物疫情。

猪圆环病毒是已知的最小的动
物病毒之一， 它对外界理化因子的
抵抗力很强，有两种血清类型，一种
为非致病性病毒，而另一种，猪却有
较强的感染性。“不算重大的动物疫
情”，这句话的隐含意思是不会大规
模爆发，这似乎让人安心了，但是放
在江里漂流的死猪， 腐烂后能保证
不产生疫情吗？

从
3

月
9

日开始， 打捞起的死
猪数量一直是百千计， 而打捞时间

更是持续了将近半个月， 现在是春
季，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更是细菌
滋生的季节， 这些猪尸在开始打捞
之前，经过漫长的漂流和浸泡时间，

这些猪尸想来应该已经开始腐烂，

而媒体网站发布的一张发黑的猪尸
照片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无论这些
部分猪尸是否携带有病毒， 死猪身
上的细菌都会对水质造成污染，尤
其是这些死猪的打捞地点是在黄浦
江上游， 那里正是上海市饮用水的
取水源头。

今年的两会刚刚结束没多久，

从两会期间的北京沙尘雾霾天气，

到现在的黄浦江死猪事件， 对比着
两会上一直强调的社会保障、 民生
问题和环境保护时， 这些环境污染
问题屡屡发生，真让人啼笑皆非。

一个城市有江河蜿蜒而过是件
很幸运的事，它不仅是一条风景线，

也是市内饮用水的来源， 它应当是
干净而且整洁的。可是这些风景线，

却经常变成藏污纳垢的地方， 经常
可见水面上浮有各种饮料瓶盒或是
塑料袋， 也数次可见清理河面的操
作人员随着浮萍一起捞上各种生活
垃圾， 似乎人们向江水里的抛弃垃
圾，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对于这些小
垃圾，有些人可以做到视而不见，有
些人即使不想视而不见也无可奈
何，总之尚能容忍。但是将数量庞大
的死猪也扔进水里， 实在难以让人
“尚能容忍”。

在网上， 有人上传了一个美国
NBC

电视台脱口秀节目的视频，视
频中著名的美国脱口秀主持人调侃
黄浦江死猪事件说“我就喜欢熏肉
味的饮用水”，幽默之处辛辣的嘲讽
尽现，“熏肉味的饮用水”，想必上海
人民绝对不喜欢， 虽然据上海市环
保部门和水务部门对相关水厂取水
口和出厂水的跟踪监测， 水质稳定
没有问题， 但是正如食品添加剂在
标准范围内允许添加一样， 用水质

监测的标准来判断饮用水对人体是
否有危害，未免过于客观，纵然水质
里病毒细菌未呈现阳性， 也不代表
就没有问题，饮用水是生存必需，对
此人们总是希望精益求精。

如今的环境污染已经呈现复杂
化的趋势， 各种类型的污染层出不
穷， 仅仅依靠简单的公益广告宣传
和环境保护活动的倡导是不够的，

人民自觉和环境污染的公共监管双
管齐下才能有效， 公共部门若能及
时对环境污染监控和预警， 而不是
在事情已经严重到爆发时才予以重
视和治理， 想必有些污染事件能够
避免。

我国领土范围广阔， 水系众多
相连， 一处的污染难保不会影响另
一处， 正如北京的沙尘天气可以影
响全国一样， 水污染也有蔓延全国
或是部分水系相连地区的可能性，

一处发生污染事件， 其他地方视为
“事不关己”是没用的，环保方面，应
当形成全国的联动机制，总体监控，

才能尽可能的阻止问题发生， 否则
最终受害的依然是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的百姓。

(

张馨元
)

@

一语惊人
@

“你们上海人以前不知道吃过
多少死猪，你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嘉兴餐饮老板对记者曝死
猪处理内幕。

出处：中国企业报
“整个房价当中有

61%

是被政
府拿走了”

———全国工商联统计数据称，

若政府方面成本不降， 房价则不可
能下降。

出处：中国广播网
“老板，你还记得我是谁不”

———锦州男子菜里吃出苍蝇要
求免单遭拒心生怨恨， 随后凌晨潜
入餐馆杀死老板并焚尸。

出处：东北新闻网
“昨天我父亲打电话说，今天老

家又来了
200

多人，真的受不了”

———莫言呼吁人们别再去他家
乡，称家乡不是小说中的样子。

出处：广州日报
“哪个月钱不够了，就去工地上

搬上几天砖”

———重庆大学生为还苹果手机
按揭贷款，到工地搬砖挣钱。

出处：重庆晨报
“字体太小了，站牌又那么高，

让人怎么看啊”

———西安公交站牌字太小，市
民称要拿望远镜才看得清。

出处：西部网
（木桦辑）

墓价走高，传统土葬急需变革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再度临
近，这几天，各地都出现了扫墓高
峰。但是，当人们在为故去的亲人
“洒扫庭除”之时，却不得不面对
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 今年的墓
地平均价格又继续走高。在广州，

以最靠近市区的新塘中华永久墓
园为例， 工作人员提供的最新墓
地价格表显示， 一般

1.92

至
2

平
方米大小的墓穴， 部分售价高达
14~15

万元， 普通的也在
4~10

万
元，这还不包括墓碑、石狮、装饰
等费用。

单以这个价格来说， 广州近
郊的墓地价格， 已远远高于广州
的房价。 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各地
并不鲜见。墓价贵过房价，曾经让
人想不通，其实，换个角度想想也
有其合理性。 商品房可以不断地

开发建造，但墓地却不像商品房，

可以得到持续的土地供应， 因此
可利用的墓穴必然越来越少，在
供求关系的作用下， 墓穴价格必
然走高。最近几年，随着民众生活
水平的提高， 对先人墓葬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墓穴越修越豪华，价
格自然也越走越高。

按照经济学的说法， 要扭转
墓穴价格走势， 只有改变它的供
求关系。但是，在土地已经成为稀
缺资源的情况下， 国家不可能像
满足住房供应一样满足殡葬市场
的土地供应。但人总是要死的，大
致上，每有一个新增的故去者，就
需要新增一个墓穴，因此，如果只
能走墓葬这“华山一条路”，墓穴
就必然越来越紧张。

那么， 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

墓地价格走高，并且按照“价高者
得”的原则，让墓地最终像茅台酒
一样，成为权贵人物的“专美”？答
案显然没那么悲观。 墓地价格不
断走高的事实，已经提醒我们，传
统的墓穴殡葬方式已不能适应于
今日社会， 国家应当大力推行移
风易俗， 引导民众改变目前的殡
葬方式。

现在流行的殡葬方式， 不仅
造成墓价走高， 给工薪阶层家庭
增加殡葬压力， 而且造成对土地
资源的占用，出现了“死人压迫活
人”的尴尬局面，这种状况显然不
应再延续下去。目前，一些地方已
经出现了树葬、 海葬等新型的殡
葬方式，相比于墓穴葬，它们在资
源消耗和殡葬费用上都很低廉。

但是， 由于传统观念在普通人中

还占着上风， 新型殡葬方式尚未
得到普遍认可。因此，有关部门要
发挥职能， 大力倡导这种新型殡
葬方式， 推动全社会实现殡葬改
革。

殡葬改革， 由于涉及几乎每
一个家庭， 其阻力显而易见。 但
是， 殡葬改革关系到我们子子孙
孙的利益， 我们这一代将改革做
好了， 就能让我们的后代免于承
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殡葬变
革，全社会都应有紧迫感。政府不
仅要有舆论上的积极引导， 还要
建立起经济上的奖惩措施， 比如
对选用树葬、 海葬等新型殡葬方
式的家庭， 可给予一定的经济补
贴。而对豪华墓葬，则可考虑用包
括行政干预、 重税等手段来加以
制约。 （周俊生）

新闻： 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调研发现，在
一些地方政府预算中，“其他支出” 数额巨大，

最高的能占本级支出的
40%

左右。 某市
2011

年一般预算支出中， 按功能分类，“其他支出”

达
146

亿元，占总支出的
11.6%

，仅次于教育
支出。 （

4

月
1

日《新京报》）

本来，那些有明确预算项目的，都是惜字
如金的粗线条，叫人看了也等于没看，不大明
白究竟有哪些具体开支，而“其他支出”干脆就
云里雾里，给你玩“朦胧美”。

一个“其他”可以把那些奖金补贴、吃喝招
待、出国考察等不那么上得台面的开支打包塞
进去，而且现行的预算法规定，年度中财政资
金在科目间“流转”不需人大审批，如此好使，

如此美妙， 地方政府自然对这个东西情有独
钟。

但奇怪的是，地方政府预算中有那么多粗
线条，有那么多含糊的“其他支出”，我们从来
没听说有哪个地方的预算被民意机关否决过。

（文
/

李建华图
/

焦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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