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发改委官员姜克隽接受采访时表

示，非常赞成“百姓要为呼吸新鲜空气埋单”

这个观点，他认为，直接涨价要好过不知情

的财政拨款。 （

9

月

25

日《南方都市报》）

没有对企业刚性环境保障责任作保证，

“百姓要为呼吸新鲜空气埋单” 其实是个伪

命题。 缺少了可以力促清洁排放的差别性税

费调节杠杆， 环保治理投入越多成本越高，

价格越没有优势，企业只会本能地规避环保

义务。 如此，环境污染了，再让百姓来为治污

埋单，其实是不公平的。 更可怕的是，“百姓

要为呼吸新鲜空气埋单”还有可能成为某些

产品涨价的借口。

全社会都要为呼吸新鲜空气埋单，一是

企业要保证空气的新鲜不被污染；二是政府

要通过产业政策、税收杠杆、城市管理等诸

要素，倒逼生产环节的环保责任，走出先污

染再治理的怪圈。 只有如此，百姓埋单才不

至于产生被剥夺感。

（木须虫

/

文

cfp

供图）

靠给领导洗衣发家的笑话与悲哀

山西女商人丁书苗

(

现名丁羽心

)

，这个

曾深度介入刘志军腐败案 ， 掏腰包花了

4900

多万为刘志军“买官”和“捞人”不遗余

力的

58

岁女富商，

9

月

24

日在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媒体挖掘丁书苗的发家

史，想不到的是，丁书苗的第一桶金竟然是

靠给领导洗衣服洗出来的。 （

9

月

25

日《成

都商报》）

据称，丁书苗最初靠卖鸡蛋挣钱，后来

还开过饭馆，又在当地运输公司租了辆卡车

运煤。一开始走公路，后来出了好多事故，才

开始走铁路。 可丁书苗没有靠山和资源，于

是就去找当地的铁路部门。她曾被人家拽出

办公室，于是就天天蹲在门口。 领导的宿舍不

关门的时候，她就进去，把领导的袜子、床单、内

裤、衬衫、外衣，总之能洗的全都洗干净。 就这么

洗，终于把领导洗感动了，最后给了她车皮。

这样一个情节，是从《中国合伙人》里看

不到的，也是现代年轻人所不能想象的。 不

知今天的丁书苗回忆当初这一情节，会有什

么感受？ 身在庐山外的人，却从中感到了淡

淡的苦涩。

很多人看不起丁书苗，认为丁书苗没文

化，没有多大的本事，却又想不通，丁书苗凭

什么把事业做这么大？看到这么一个洗衣细

节，也许就明白了，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

的成功。一个人为了结识官员、攀结关系，竟

然可以如此———这或许就是丁书苗最大的

能力，就是丁书苗胜出的地方。而这，与知识

无关， 与创新无关。 这也是人们所说的，盖

茨、乔布斯来到中国，未必就有丁书苗神。

不知当初的丁书苗在给领导洗衣时，有

没有心理抵触，但这一切，肯定不是她愿意

的。 如果不是因为领导手中掌握着权力，决

定着她的未来， 丁书苗会如此低声下气吗？

可以佐证的是，最起码丁书苗没有跑到敬老

院去洗衣服， 没有去给铁路普通员工洗衣

服。 丁书苗的洗衣细节，不禁让人想到了原

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兼营运部主任苏顺虎

的反省。

9

月

4

日

13

时

45

分，苏顺虎因为涉

嫌受贿在北京市二中院受审。 苏顺虎称，他给

“行贿者”提供方便，基本都是通过打招呼和在文

件上作批文。 检方也称

:

“在铁路系统，打招呼

是十分有用的。 ”丁书苗之所以洗衣，走的就

是关系，为的就是有人帮她打招呼。

这个定格的洗衣镜头，揭示了经济社会

中的许多问题。 在一个健康的体系中，关系

何至于这么重要？ 人们为了拉关系，何至于

如此低声下气，甚至不顾人格？ 丁书苗或许

做得特别一点，但这么做的绝不止丁书苗一

个。而且这一幕，也不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

在各个部位， 都以不同面貌不同程度地呈

现。 相对于直接的金钱交易，这何尝不是一

种利益输送？ 当人们扭头一看，身边那些脱

颖而出的人，要么是靠输出金钱，要么是靠

输出人格，又会有怎样的坚守？ 读懂了丁书

苗给领导洗衣发家，当反思：一个健康的体

系，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鼓励创新、激

发活力，又是多么重要？

别把丁书苗洗衣发家当笑话，这里面有

我们不太理解的江湖，更有我们不想看到的

江湖。市场的完善，社会的健康，很大程度就

体现在不需要给领导洗衣，没人去给领导洗

衣。有知识有操守，竟然不敌给领导洗衣，这

才是最大的笑话， 也是一个社会最大的悲

哀。 （毛建国）

想进监狱的荒诞

新闻：年近六旬的田某此前多次被判刑入狱，刑满释放后由

于居无定所没有工作，田某开始产生再次回到监狱的想法。于是

他在一辆公交车上纵火， 后被停车场内工作人员及时发现。 日

前，田某因涉嫌放火罪被丰台检察院批准逮捕。 （

9

月

24

日《京

华时报》）

田某比“苏比”幸运多了，这位《警察与赞美诗》里把报纸当

被子的主人公想着法子使坏， 直至立志改邪归正才如愿被警察

送进监狱过冬，而他一次就成功，回到“能管吃管住”的监狱。 他

们都觉得，还是监狱里好。

我依稀记得，这种“以身试法”好到监狱里过上安逸日子的

此前也有报道过，虽然是极少数，但终究折射出一些人被社会遗

忘的现实，他们最起码的生活需求都成问题，进监狱才是最好的

选择。 荒诞不止在别处，也不止在文学作品里。

文

/

李建华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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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孩子 更需法律完善升级

所有女生宿舍实行封闭式管

理、 女生成绩突然下滑精神恍惚需

重点关注、 加强教师心理辅导。

24

日，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全

国妇联四部门发布 《做好预防少年

儿童遭受性侵工作意见》，《意见》提

出六位一体的保护中小学生工作机

制。 （

9

月

25

日《西安晚报》）

这次四部门发布的《意见》主要

从事前预防的角度进行指导，这正是

舆论所期待的。 《意见》从教育、排查、宿

管等多个角度进行预防， 可以说为少

年儿童安全保障构筑了一道道“堡垒”。

但坦率说， 单纯指望这个 《意

见》保护儿童不遭性侵，恐怕作用还

很有限。这是因为，《意见》只是一个

粗线条的综合预防措施， 如果没有

详细的配套措施， 难以发挥出理想

的效果。比如，《意见》只是要求各地

相关部门通过课堂教学、讲座、班队

会、 编发手册等多种形式开展性知

识教育、预防性侵犯教育。但缺少量

化、考核和监督。如果这样的教育不

能与教育官员、校长政绩挂钩，恐怕

就会沦为摆设。

再比如说宿管， 即中小学女生

宿舍将全部实行封闭式管理防性

侵。很多媒体以此为标题，足见这一

措施具有的重要价值。 但从网友反

馈来看，质疑的意见不少。这同样需

要围绕 “宿管” 制定专门的制度措

施，从资金投入、安全设施标准（如

摄像头）等角度进行全面规范。笔者

以为， 只有把女生宿舍像银行一样

进行安全保障 （比如报警设施与派

出所联网），女生宿舍才能真正成为

安全场所。

更重要的是，这个《意见》只有

指导意义，还缺少强制性。地方相关

部门对《意见》的落实能到什么程度

还是一个未知数。在笔者看来，预防

性侵儿童要想达到理想效果， 必须

要从《意见》上升到“条例”甚至法律

层面，明确相关部门、学校、教师的

法律责任及惩罚措施，才有强制性，

相关措施才能变成 “有牙的老虎”，

否则，《意见》 发布后地方相关部门

就会落实或者不落实。换言之，预防

性侵儿童还需要法的力量。

尽管《意见》提出“积极构建长

效机制”， 但并没有涉及立法问题。

众所周知，法律虽然不是万能的，但

法律却是构筑预防性侵儿童保护网

的基础。我国虽然有《刑法》《未成年

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为儿童安全护

航，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还需要更完

善。比如，我国刑法虽然将与不满十

四岁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纳入强

奸罪惩处范畴， 但同时设置了嫖宿

幼女罪， 这为犯罪分子逃避严惩留

下了空间。

反观国外， 除了多种措施预防

性侵儿童外， 在法律方面也值得我

们借鉴。 比如，美国就有专门的“梅

根法案” 来预防和惩处性侵儿童犯

罪。 再比如说加拿大，

1988

年《加拿

大刑法典》 修改相关条款强化保护

性侵被害儿童的权益，

2012

年通过

的《街道和社区安全法令》提高了与

此相关的强制性最低刑罚， 关于性

侵儿童行为涉及的罪名包括性骚扰

罪、引诱实施性接触罪、性剥削罪、

乱伦罪、性攻击罪。我们的相关法律

还需要细化和“升级”，更需要制定

专门的法律。 （冯海宁）

“馒头限购令”

为何备受诟病

近日， 北京大学多个食堂针对学校教职

工家属“抢购”低价馒头颁发“限购令”。

“限购令”的出台和“低价洼地”引起的需

求效应不无关系。 北大食堂里，“

2

毛钱一个

馒头”“

3

毛钱一个花卷”，以教职工家属为主

力的“抢粮”大军往往一买就是十几个，下课

晚的学生只能望“笼”兴叹。 教育部和财政部

下发给学生的“低菜价”福利难以惠及学生，

这也是校方颁布“限购令”的原因。

其实，对于限购政策，公众并不陌生。在交通

拥堵、房价过高、抢购奶粉等情况下“限购”都

曾充当过公共管理的手段。 然而，过于浓郁的行

政色彩以及过于单一的线性逻辑， 往往使之

备受舆论诟病。

北大的“馒头限购令”同样面临“限购陷

阱”。首当其冲的便是难以避免“人情执法”的

“局限性”。 同为“北大人”，有谁会因“一个馒

头”而不留情面地出面“制止”？人情与规则的

纠结之外，更有“暗度陈仓”的办法。看似铿锵

有力的“限购令”，威慑力却远达不到预期。

（新华社记者 魏董华）

近日，有网友在网上爆料，湖南省常宁市畜牧水产局三成职工系

本局干部子女亲属。 局办公室主任回应称，“我们单位的子弟，我们自己不

去消化和解决的话，人家单位是不会帮你去消化和解决的。 其他单位只

会解决和消化自己单位的子弟，不会吸收我们的子弟。 人家单位不照

顾我们的子女，我们自己还不照顾呀！ ” （

9

月

25

日《法治周末》）

常宁市畜牧水产局长将弟弟、儿子、侄儿、外甥媳妇等都招进本

单位，并且其儿子上学时就已经入编，如此能量，首先是局里他是老

大，自己监督自己；其次，在监管层面，如果监管机构也在享受同样的

福利，自己的子女也都是这样“符合规定”入事业编，甚至也有“亲友

团”，也就不可能监督别人。 实质问题是，相同的权力能量，相同的人

性弱点，制造了相同的福利规则。

不断有学者警告，“近亲繁殖”的体制生态严重损害社会公平，阻

碍社会上升通道，造成社会阶层固化，并导致权力垄断，结果必然是

扼杀社会活力。 然而，仅仅曝光和处理某些个别案例，不可能从根上

解决问题，何况每一次的“严肃处理”总是无关痛痒，个别人被免职或

处分，违规招录的既成事实却从不纠正，这无异于释放一种信号：只

要生米做成熟饭，再说什么都白扯。 那么即便是老子拿官帽换儿子一

辈子前程，也都乐意。

只有宣布违规招录无效，收回编制，让违规者“鸡飞蛋打”，对后

来者才有警示作用，更能体现公平的回归。 文

/

马涤明 图

/

王成喜

环境治理

不能让百姓埋单

满局

“父子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