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仅
5

月份， 湖南省溆浦县低庄镇的两位
居民，均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暴力催债”。来催
债的联信公司员工自称受溆浦信用社委托催
债，他们时常带着砍刀上门要钱。溆浦县农村
信用联社称，信用社移交了

9000

多万元的不
良贷款委托联信公司清收。 （

6

月
18

日《法制
周报》）

“依法收贷，敢于碰硬。”溆浦县人民政府
清收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宣传车如是布告全
县，于是乎催讨贷款明火执仗，经济活动似乎
成了军事行动。

以非常手段收债不是个体行为， 而是有
“组织”的，“企业服务”公司冲在前面，充任溆
浦县信用联社不良贷款“清收大队”人马，好
大的阵仗。这一回，债务清理外包公司担负起
可以胡作非为的“临时工”角色。

信用社经营不善，不良贷款很多，上面要
求“都要化解掉”以便改制，为此感到“压力很
大”，难道面临压力就要使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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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新自留地”现象
貌似一样的农产品， 却源于不

一样的耕种方式： 大片田地里施过
化肥、 洒过农药的蔬果粮食卖给城
市，小块“自留地”里的“土菜”“笨
果”农民自己食用。“新自留地”现象
正在使城乡农产品供给一定程度上
呈现“二元结构”。 在食品安全问题
凸显的当下，这不仅是农民“自保”

的选择， 也是对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的警示。

客观地讲，在市场经济的“杠杆”

作用下，农民的承包地如果放弃使用
农药、化肥去生产粮食蔬果，势必付
出更多的成本，同时要面对产量的缩
减。 这对农民而言显然不划算。

但是， 近年来从大米、 面粉到
肉、蛋、奶，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不仅使不少城里人陷入了食品消费
“迷城”， 就连一些专事农产品生产
的农民也对同行产生了怀疑， 不敢
放心使用从市场上买来的农产品。

好在自己有土地， 干脆在承包地里
划出一块“自留地”作为家里人吃喝
安全的“自保区”。

“新自留地”现象也使时下风行的
“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陷入尴尬境
地，城镇消费者不得不考量：市场上琳
琅满目的“绿色”“有机”农产品中到底
有多少“绿色”成分？ 认证“绿色”“有
机”农产品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农村计划经济时期特有的“自留
地” 如今因食品安全问题而重新兴
起，不能不说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的一个“怪胎”。 “新自留地”现象警示
我们，加强食品安全工作，治理与监
管还需加大力度。 （据《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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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价调控成本不应成中产难承之重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消息，

5

月份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中，有
65

个城市房价环比上涨，同
比上涨的城市有

69

个， 其中广州同比上涨
15.5%

，领先其他城市。

各地“国五条”细则早已出台，北上广等一
线城市还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限价措施，北京甚
至推出了“房价需副市长审批”的限价升级版，

然而
5

月份的房价不降反升，无疑又给了“楼
市调控越调越高”留下了口实。

分析房价上涨的原因，不难发现，不断创
新高的地价与名目重重的税费难辞其咎。有意
思的是，一方面是“国五条”等行政调控不断加
码，另一方面则是各地“地王”频出，土地交易
市场更加疯狂。上海世博会地区两幅地块楼面
单价接连刷新上海年内单价地王，其中一块更
是以超过

4

万元
/

平方米的价格， 创下上海三

年以来的楼面地价新高。土地“疯涨”带来的必
然是房价高涨，而在这背后，则是政府土地财
政的恶性循环。

除了土地成本高推高房价之外，税费也是高
房价的“帮凶”。其实，早在“国五条”刚出台之际，

就有人预测房价不会下降，原因在于楼市刚需者
众，卖家终将会把

20%

的二手房交易税转嫁给购
房者。

5

月份房价普涨的事实也印证了“卖房差
额征收

20%

个税”的调控失效。 此外，有统计表
明， 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一共有

12

种税、

50

多
种费，几乎每个环节都有征收，以至于有人估算
这些税费加在一起占去了房价总成本的

70%

。

这还不算，

5

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
于

2013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
通知》，明确年内将扩大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

房产税的扩容已是既定事实。且不说房产税到

底能否降下房价，仅这种始终将调控矛头对准
购房者的做法就值得追问。购房者在买房时承
担了房价成本中沉重的税费之外，今后每年还
将为房子缴纳一笔房产税，平白无故间又加重
了购房者的税负。

高房价的原因很清楚，然而就目前的调控
措施来看， 似乎并没有触及到地价和税费成
本，反而只是在

20%

个税、房产税等终端消费
者身上做文章， 如此

5

月房价普涨就不难理
解。 在当前高房价之下，购房者大多是刚需型
买家和改善型买家，可称得上是所谓的中产阶
层，然而，高房价的成本转嫁给了他们，并不利
于建构橄榄型的社会，培育壮大中产阶层。

因而，给当前高烧不退的楼市去火，需要
在房价成本中“减税费”， 而不是反其道而加
税。 （据《广州日报》）

立案大门敞开，环保治理才有出路

冯永锋 （知名环保人士）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将于
6

月
26

日至
29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将审议《环
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 环保法修订曾引起
巨大争议，有人认为，中国环境三十多年来的
急剧恶化，与现行《环境保护法》自

1979

年试
行、

1989

年正式颁行以来，至今已有
23

年无实
质性修改有很大关系。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先生曾说，在所
有的法律中，环保方面的法律是修订、出台、施
行得最多的。他相信这些法律对保护中国的环
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但既然有这么多的法
律，为什么中国的环境仍旧一天天泥石流般的
下泄式恶化？

我国在保护环境方面的法律，确实有两个
很有意思的例子。 一是《刑法》里，一直就存在
着一条“污染环境罪”，只是细心的法律学者发
现，过去多年，和大面积的环境污染相比，法院

启用、调用、动用、施用这条法律的案例并不常
见。 二是“举证责任倒置”。 为了保护受害者的
法律权益，法庭会要求“施害者”证明自己没有
伤害受害者。

环境污染问题难通过法律途径追究责任，

究其原因，大都因为环境保护的案件，一是原
因不易辨析，哪怕是一家冶铅厂边的儿童血铅
超标，那也不易证明他身体里的铅就来自于这
家冶铅厂。 何况，有太多的污染，是耦合型的，

一个人得了癌症或者疑难杂症，无法推断是哪
一家污染企业或者哪一个污染型地方政府导
致。 二是公益性强，地方政府或者企业破坏了
环境，环境自己无法出来对抗和博弈，于是就
需要另外一些人去替它代言； 这样的公益性，

就有强迫污染企业自证其“没伤害”环境的性
质在。当然，污染企业是没法证明自己“没伤害
环境”的，于是，法庭就有必要采用“举证责任
倒置”，让污染企业在强大的公益力量面前，认

同法律的制裁。

但我也惊奇地发现，虽早有法律规定，但各
地各级法院，多数都默契地遵守“不启用定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日公布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强调从严处理单位犯罪，对责任人
定罪处罚。 但中国的环保法无论未来如何修
订，如果没有各地法院的立案大门敞开，张开
臂膀欢迎各污染受害者、环保志愿者、环境公
益诉讼者到法庭来立案来起诉，那么，环保法
律再多，法院再多，法官再多，也挡不住中国环
境的持续恶化。

当环保法被用起来，法院也开始愿意接受
立案申请的时候，公众就需要大量地卷入“身
边的环境案件”， 只要你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地
方政府、企业污染了当地的环境，你就要勇敢
地举报、调查、揭露、起诉。这样，公众参与才会
成为环境保护的主要力量。 （据《广州日报》）

@

新华视点： 武汉城管卧底摆摊故
事“精彩不断”，大家迫不及待等着下回
分解。 城管与摊贩都是城市必要角色，却
天天上演街头斗智斗勇活剧， 确实需要
了解彼此。 政府机构实现良好管理重要
前提就是与群众无障碍沟通， 卧底只能
证明应有沟通路径已经淤塞。 清淤去滞，

而不是玩卧底情景剧，才是当务之急。

@

黎永刚：疯狗咬人被击毙，媒体不
关心那

6

位被咬伤的村民（如果因此感
染了狂犬病的话， 一旦发病死亡率就是
百分百），反而去关心警犬流泪？ 那么民
警如果是击毙正在行凶的凶徒的话，我

们是会拍手称快还是为凶徒流泪？ 还是
去指责民警漠视生命？ 正因为疯狗和凶
徒正危害到他人的生命安全， 所以我们
才会选择击毙他们。

@

李德林：这年头谈起潘金莲，也不
觉得淫荡了。 毕竟她还没堕落为“官尽可
夫的女人”。 这年头论起西门大官人，也
不觉得他卑鄙无耻了， 毕竟他玩弄的都
是成年女性， 还没有堕落成嫖宿幼女的
犯人。 这年头谈起秦桧和糰也不觉得太
卑鄙了。 因为他们没把财产转移到国外，

和现在的裸官相比太小儿科了！

(

段子来
源于网络）

@

连鹏： 三亚游客抓搁浅海豚合影
的新闻， 有些让人无语。 想起了北京的
狗，貌似圣雄甘地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
文明程度和道德进步水平， 可用其对待
动物的态度来衡量。 生命不只限定于人
类，不论是人还是动物，都应该被尊重。

@

鲁开盛：当兵保家卫国，是公民权
利和义务。 在哪里应征入伍， 都是光荣
的，也应当是平等的。 北京出台此政策，

不外乎是本地兵源不足， 完不成指标而
采取的无奈之举。 户口没有贵贱，作为奖
励更不合理。 由此该反思当前户口政策
了。 （据《信息时报》）

“纪委和检察院指使社会人员，

用电警棍把我电晕，强行对我鸡奸”

———永康一涉贪官员称遭刑讯
逼供： 被连续甩

2000

多个耳光，被
鸡奸三次等。

出处：《都市快报》

“当日殴打被误抓女警者为警
校实习生”

———郑州警方再次回应抓嫖误
抓女警事件。

出处：《新京报》

“他说外国的食品有毒也吃，中
国的就不吃”

———中粮集团董事长引用网友
言论， 称网友宁吃外国有毒食品让
他很受刺激。

出处：中国企业家网
“你小心点儿，我爷爷是保密局

的局长”

———石家庄
17

岁少年在公交
车抽烟，不满被劝阻批评，动手殴打
劝说者。

出处：《燕赵都市报》

“这不叫造假，主要是为了节省
时间，每年都是这么做的”

———宿迁一高中将校领导
PS

到学生毕业照上，称领导很忙。

出处：《扬子晚报》

“近来身体越来越差，眼睛快要
看不见了，怕活不到儿子出去那天”

———河南老太怕活不到儿子出
狱，徒步

11

天到武汉探监。

出处：《武汉晚报》

“骂，骂不倒党和政府，也骂不
来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

———《求是》杂志刊文称，要警
惕网络负能量。

出处：《求是》

“你要是不想活， 我这里有农
药”

———遵义男子与情人口角后称
不想活， 情人赌气递农药被其抢下
喝光致死。

出处：中国新闻网
“只要他不是在逃犯、不是通缉

犯，我们公司都可以用，不歧视”

———湖南省溆浦县信用社被指
雇劳改释放人员清欠款， 带着砍刀
上门酿出血案。

出处：《法制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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