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语惊人

“水土流失费”罚单背后的微妙变革

近日， 陕西省榆林市当地法院
向长庆油田送达了《执行裁定书》，

要求其缴纳过去两年多在榆林境内
开采油气的水土流失补偿费

7.4

亿
元，以及

1.1

亿元罚款，并冻结长庆
油田

23

个银行账户。这一举动引起
广泛关注和争议， 因为过去在石化
行业被征收“水土流失补偿费”的企
业少之又少。

榆林的做法之所以惹人注目，

原因无非：第一，很多地方对此类垄
断央企是奉为上宾， 至少也是不敢
得罪的，榆林敢于叫板中石油，侧面
说明二者矛盾由来已久并暂难调
和；第二，国家层面的《水土保持法》

尽管规定了“水土流失补偿费”，实
际上基本属于“空转”，榆林吃这个

“螃蟹”，多少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

第三， 榆林此番援引的陕西省的征
收标准，要远高于《水土保持法》，自
然容易引起石化系统的某种不满。

榆林追缴水土流失补偿费并开
出罚单，到底该不该？ 我们知道，油
田在当地施工作业， 必然对周边生
态产生一定影响， 事实上亦早已留
下难以愈合的生态创伤。 这种生态
创伤的疗治和修复， 最后还得由当
地政府（民众）埋单。 因此，按“谁损
害、谁补偿”的常识，以及《水土保持
法》规定，当地向开发企业收取补偿
费用， 整体而言合情合理合法。 相
反，“过去被征收这一补偿费的企业
少之又少”，恰恰不正常，是生态补
偿机制的一种失灵。

近年，“生态文明建设” 被列入
顶层设计的视野， 生态补偿正日益
从纸面走向现实。从中央布局看，今
后国家对建立保护“自然资源资产”

的激励机制， 决心已经下定———将
对“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不到
位、所有权人权益不落实”的生态保
护短板进行制度设计， 区分厘清自
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之“权利”和监
管权之“权力”。不难看出，中央对自
然资源这一“难再生资产”的认识更
为深入，对于这一“资产”的管理也
体现出更清晰的分层： 第一个层次
也是基本层次， 企业使用这种“资
产”， 就必须回报“所有权人”（全
民）； 第二个层次也是底线层次，企
业如果对这种“资产” 造成生态损

伤，就必须处以罚款和惩戒。 显然，

榆林选择这个独特的时间节点采取
举动，既有长期深思熟虑的成分，又
有对最新中央精神的领悟。

当然，大方向明确了，细节仍有
待逐步明确和完善。 比如，谁来收？

怎么收？ 收多少……也不宜各行其
是，而应全国一盘棋。 比如，陕西省
的“水土流失补偿费”是

2007

年经
省人大同意，由主管部门会同财政、

物价等部门制定的。这个据说“远高
于”《水土保持法》 的地方性补偿标
准， 是否具备充分的科学性、 合理
性、说服力？还需辨析。又如，自然资
源资产的“所有权人”之“产权”与
“管理者”之“监管权”如何界定？ 中
央对各地政府应如何授权？ 从这次

榆林追缴水土流失补偿费和罚款的
措辞观之，既“追债”，又“罚款”，显
然当地政府是同时以“权利人”和
“监管者”的身份出现的。 权利的声
张，与权力的执行，本应是两个不同
层面的问题。身份一旦模糊、诉求如
果混同，难免给企业以“地方保护”

的口实。 在政府“自我革命”的宏大
语境下， 对此必须有明确的界定和
厘清， 做到既不缺位， 又不超越边
界。

从趋势上看， 榆林的巨额罚单
尽管“空前”，未必“绝后”，因为多年
来，由于央企税收地方受益有限，而
生态补偿压力日益沉重， 地方政府
与能源央企的关系正呈现微妙转
变，即从热情招商走向冷静看待、讨
价还价。 长远看来， 这种博弈的出
现，是生态之福、人民之幸。 但如何
让这种博弈沿着理智、规范、多赢的
方向发展， 仍然是“而今漫步从头
越”。 （据《广州日报》）

“今年采集骨髓的任务已经完
成，要捐献只能等到明年

3

月”

———西安小伙儿捐骨髓遭拒，

血站称不再受理今年的捐献。

出处：华商报
“房价越高，民众对政府满意程

度也相对提高”

———专家称， 有调查数据得出
如此结论。

出处：新华网
“他指着我的同事说她没素质，

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道德”

———西安老人公交上索座不成
口出脏话，事后竟坐女孩儿身上。

出处：西安晚报
“刘翔不好当，跨栏易受伤”

———温州马路护栏警示牌现如
此标语。

出处：温州都市报
“男女双方在关系未清前不能

与第三者发生关系”

———贵港一局长与已婚女签
“包养协议”遭曝光。

出处：广西新闻网
“他小二也打， 见小三也可劲

打，三个孩子都打，往死里打”

———北京三胞胎母亲勒死家暴
丈夫， 庭审时反复强调保护孩子没
错。

出处：新京报
“因为宠物主人如果出差、探

亲，宠物们就无处可去，所以我们开
办了这间‘酒店’”

———武汉现豪华宠物酒店，创
办人称专人帮宠物理发， 房价

200

元一天。

出处：楚天都市报
“邻居老伯接送我上学时摸了，

还往里面塞了东西”

———福建
5

岁女童遭邻居猥
亵，下体取出

10

厘米长异物。

出处：海峡都市报
（木桦辑）

“父亲教育”

不能止于倡导

近期， 一档明星亲子生存体验真人
秀节目《爸爸去哪儿》火了。 当明星们褪
去平日里的光鲜威风而回归到普通父亲
的角色时，不时表现出的困惑无奈、手足无
措或是真情流露， 触动了社会敏感的神
经。 节目的大热让一个词开始愈渐清晰
地浮现：父亲教育。 （

11

月
17

日新华网）

看看新闻中的尴尬情况， 不仅是这
些“星爸”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外行、手
足无措，不少工薪阶层的爸爸，在父教问
题上，也多有不到位的地方。

在“男主外，女主内”“大男子主义”

的传统思维影响下， 不少父亲都是将教
育孩子的重任推给了孩子母亲。 中国青
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日韩美四国高
中生权益状况比较研究报告》显示：在高
中生的首选倾诉对象中， 中国父亲的排
名是

4

个国家中最低的， 甚至排在了网
友之后。 此前有媒体对天津市

9

个区县
1054

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一半以上的
家庭中存在子女教育父亲“缺位” 的情
况，母亲是子女教育的绝对主角。

幼儿心理学家格塞尔曾指出：“失去
父爱是人类感情发展的一种缺陷和不平
衡。 ”由于父亲应有的权威示范性、坚定
坚强性、勇于挑战性，未能释放出应有的
教育影响力和人格魅力， 孩子就会出现
“精神空白点”和“成长缺憾”，比如男生
发展女性化，坚强不足绵柔有余，缺乏敢
说敢做的精神气度等， 女生则容易形成
“恋父情结”。另据报告，没有父亲教育的
男生， 比有父亲教育的男生逃学的可能
性增加一倍，犯罪的可能性大两倍，长大
后需要接受心理治疗的可能性增加

3

倍。如果是女孩儿，长大后成为单身母亲
的可能性也高出

3

倍。再好的父教观念，

得不到货真价实的落实， 当然也就不能
发挥应有的社会和教育功效。

由此想到了美国的做法，美国有“父
亲支持计划”“国家父亲中心”“新爸爸训
练营”等社会机构，把父教新理念进行推
广，美国总统奥巴马还以“首席父亲”的
角色参加了父亲节座谈活动：“再也没有
比当父亲更有趣的事情了。”瑞典通过了
《父亲法》，强迫父亲在新生婴儿出世后，

必须请一个月假， 以便自己能在家中帮
助妻子照顾婴儿， 若父亲不履行这一义
务， 或将不能享受政府所给予的一个月
的薪水津贴。 他们不仅将父教当作了一
种事业，而且上升到了教育法律层面，用
法律精神看守住父亲应该承担的教育责
任，用法律约束力惩戒力，迫使、敦促各
位家长积极履行自己的教育职责， 值得
效仿。

当下是一个法治时代， 更多教育观
念、发展观念，仅仅停留在“倡导”层面是
不够的，教育倡导毕竟不具有约束力，就
是社会主体不去积极配合，也不能、不会
受到任何制裁和批评。 所以，这时候，我
们不妨借鉴西方教育的这种“教育立
法”， 将父教事业上升到国家教育战略，

让教育新观念和社会现实紧密挂钩，发
挥更有效的影响力。 （刘克梅）

最近，有微博爆料说，南京市浦口区工
商局局长办公室被盗，保安报警反被“劝退”

回家，被窃物含名烟名酒。

１７

日，针对此事，

南京市浦口区委宣传部回应说，浦口工商局
局长办公室被盗属实，物业公司确实辞退了
有关保安人员， 但被盗物品是一台笔记本电
脑和一个相机，没有名烟酒。浦口区公安局宣传
部门表示，案件确实存在，但关于这一事件
的宣传报道，以宣传部提供的说法为准。

区委宣传部的回应，仅声明被窃物“没
有名烟酒”，却回避了“保安为何被辞退”这
一公众更关心的问题，所以不能从根本上消
除公众的疑虑。 也许在区委宣传部看来，没
有义务解释保安被辞的原因，但现实的逻辑
是： 如果官方的回应回避了公众的质疑，那
么再多的说明也洗不清其为官员背书的嫌
疑。

同时，作为最清楚失窃案件真相的公安

局，既没有正面回应公众疑问，也未能给出
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所谓“以宣传部的说
法为准”云云，难免令人猜测：这到底是“打
太极踢皮球”还是“统一宣传口径？ ”无论如
何，公安局的“表示”，在事实上进一步强化
了公众的怀疑：如果事情没有玄虚，公安局
为何不拿出有力的证据？

因此， 当官方抱怨民间舆论为何总是
“不信”时，首先应当反省自身是否给了公众
令人信服的真相。

民众不能自证其罪，官方却必须自证清
白，这本就是现代社会的常识。 从这个意义
上说，民众的“习惯性不信任”其实也不必作
刻意夸大的解读， 其意义也未必总是负面，

事实上社会越是进步， 民主和法治越是发
展，这现象倒越是彰显。作为官方而言，不必
对此过于敏感，而应积极回应公众的质疑。

（文
/

赵勇锋图
/

李宏宇）

安于现状也是一种选择

“

1991

年，他是湖南省长沙
县高考理科状元；

1996

年， 他是
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

2000

年，

他是广州外企的高薪白领……现
在， 他是长沙马王堆陶瓷市场的
一名普通保安，他是张晓勇。 ”近
日，清华高材生张晓勇甘当保安，

因为梦想受挫而改变人生轨迹的
新闻引起人们的热议。 （

11

月
17

日《楚天金报》）

和十多年前北大毕业生陆步
轩卖猪肉引起热议一样， 人们关
注的不是当事人选择这一职业背
后的无奈， 更多的是以清华北大
的帽子来衡量当事人行为的值与

不值。用张晓勇自己的话来说，他
不是怀才不遇，只是当梦想与现实
发生激烈碰撞时，他选择了安于现
状。在多数人看来，这一说法或许
只是他的托词，但笔者以为，选择
拥有怎样的未来是个人的事， 只要
他觉得幸福、踏实就够了，这与其
是否出身名校并无多大关系。

公众的看法不难理解， 花大
力气培养出的一个高材生， 到头
来却从事一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的工作， 这多少有点大材小用乃
至资源浪费。从这一角度来看，作
为清华的毕业生似乎都应该去为
梦想拼搏。 但这仅仅是局外人的

一种美好愿望。 或许大部分的清
华北大毕业生， 可以依靠名校光
辉去实现宏伟的人生理想， 但也
有人会因现实而受挫， 张晓勇便
是在人生梦想受阻， 才无奈选择
改变人生轨迹的。 名校的光辉给
予他的只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平
台，而并非完全的保障。

在为梦想拼搏和安于现状之
间， 传统教育所教我们的是勇敢
为梦想拼搏。然而，毕竟人们的兴
趣并不一致，拼搏的人有之，渴望
安于现状的人亦有之， 但后者注定
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兴趣和
幸福是关乎人内心的东西， 传统教

育观念教给我们的只是追逐兴趣
和幸福， 如果当前的生活已经让
人感受到兴趣和幸福了， 人们便不
该拿着传统来予以评判。 毕竟，真实
的生活只属于当事者， 人们选择安
于现状，这不只是一种颓废和消极，

也应该是一种坦然和平静。

追求幸福、创造幸福、感悟幸
福是教育的终极目的， 一旦人们
实现了教育的终极目的， 不管目
前的处境怎样， 又不论是否出身
名校，公众应以一种平静、宽容的
态度坦然视之。对公众而言，这似
乎显得不值，但对当事人而言，这
可能就是一种幸福。 （王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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