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甘犁领衔的研
究团队在前不久发布国内首份《中国家庭金
融调查报告》称：中国家庭净总资产高出美
国家庭21%，城市户口家庭的平均资产达
247万元，全国自有住房率达89.68%。

新浪微博“凌枫92”：我们又“被增长”
了，伤不起的老百姓啊！

市民王先生来电：这简直是“逗你
玩”！我不是“砖家”，我懂得不多，但我知
道科学的统计数据应该与人们的实际生活
感受相符。

139xxxx8562短信：很简单，中国老
百姓的资产存在极大的泡沫，比如房地产
的大泡泡一旦破了，很多人就惨了！

158xxxx1587短信：据我了解，报告
里还有一个数据“家庭资产40.5万元的中
位数”。家庭资产均值反映的是社会总资
产，而中位数则反映的是普通老百姓的资
产状况。目前，只有14.3%的家庭资产超过
了247万元的均值。

市民孙先生来电：哈哈，小弟又拖了大
家的后腿。想想也是，这年头，在大城市有
套房子可能就是千万富翁了，尽管你过得
可怜巴巴，手里没俩钱。收入不增加，福利
不完善，就业不充分，光说这些光鲜的数据
有啥意思？

下期预告：

小学开设“苹果班”合适吗？

上海市嘉定区实验小学发现100多个
小一生有iPad，遂开了两个“苹果班”，一共
90个学生。这两个班的学生可以用iPad
上课，回答问题，回家做练习。校方表示，
这是学校用信息化手段教学的一种试点，
学校通过与家长签订使用协议书来规范
iPad的使用。（9月7日新华网）小学开设

“苹果班”，是易引起孩子攀比心理的错误
做法，还是紧跟时代的先进教学手段？欢
迎您对此发表意见。

大事小情，你说我说。参与方式：拨打
电 话 66778866； 发 送 短 信 至
13526946841；登录洛阳网（www.lyd.
com.cn）洛阳社区聚焦河洛——“你说我
说”板块；关注洛阳晚报官方微博，@洛阳
晚报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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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大学一名大一女生，嫌校门
太破，不气派，报到当天，哭闹要求回家复
读。妹子，如今早已不是拼本科的时代，而
是拼硕士、博士。大鹏一个铁哥们，一起打
过架、喝过酒，本科只是河南一所三本院校，
丝毫无碍其考研到北京，再读博，又留学德
国。已经开学的弟弟妹妹，安心读书吧。

——大鹏看天下（媒体人）
有时候看着学生不学习，我恨呀。我

心痛，可是又不能打学生，发泄不出来，只
能自己打自己。很多孩子是从农村来的，
父母辛辛苦苦供他们上学，他们在学校却
不认真，有时候我都给他们跪下来求他们，

“你们父母不容易呀，求你好好学习吧！ ”
——成都艺术职业学院74岁的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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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处做起 点亮生活
□尚龙

【新闻背景】方守玉是一位年逾七
旬的退休教师，教了一辈子书，她教的学
生曾屡屡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获奖。
退休后，她开始考虑自己是不是在教学
中漏掉了“最重要的东西”——方老师又
拿起书本，创办一个公益性的传统文化
讲堂。（见10日本报A14版报道）

方老师教的是数学，也许她并不擅
长讲授中国传统文化。有人说，在世风
浮躁、传统文化式微之时，一位年过七旬
的老太太四处奔走，办传统文化讲堂，能
有多大作用？谁会在乎？

诚然，她无法彻底扭转社会风气和
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但她的努力珍
贵无比，有人在乎：经她帮助和好如初的
小夫妻在乎，被她劝说得以和睦相处的

爷俩儿在乎。
社会的进步，固然要精英人士来磨

尖主力变革的长矛，但方老师这种沉稳、
真实、润泽身边人心灵的努力更是不可或
缺。社会道德的滑坡是一个巨大的命题，
但生活本就是由一些小到不能再小的事
情构成的——不必总倾心远大的理想和
宏伟的目标，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一
点点地谋求变化，帮助他人，幸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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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云南彝良地震，国家追
加下拨1亿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日前，
中央财政拨付地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资金
10.5亿元。云南省发改委还向国家发改
委申请增加40万大箱卷烟生产指标，可
为地方增加6亿多元税收，这些税收将全
部用于灾后重建。（9月11日中国网）

地方政府申请增产卷烟来为救灾筹
资，还真是头一次听说。想想看，倘若这
一申请得到批准，“为了灾民，请多抽一
根烟”不是一句很荒谬的广告词吗？不
过我们总算明白了，在地方政府眼里，卷
烟根本不是烟，是钱。只要弄来生产指
标，钱就能如流水般流进企业和政府的

腰包。
“烟草救灾”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

方在于抗震救灾是地方政府的职责，地
方财政预算中也应留有专门预算甚至大
幅压缩三公消费也得全力救灾。筹资救
灾居然还“讲条件”，实在闻所未闻。

要知道，早在2010年，云产卷烟规模
就达到969万箱，省内企业实现税利685
亿元；而根据云南烟草工业正在着力推进
的所谓“5331”品牌发展战略，到2015年年
末，全省卷烟产销规模将达到1250万箱/
年，税利达到830亿元/年。换言之，就算
从烟草税收中拿出钱来救灾，也绝对“不
差钱”。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地方政府想
借救灾之名增加卷烟生产指标，因为在平
日很难成功提出这样的申请。

不难想见，对于患有严重烟草财政
依赖症的地方政府而言，控烟根本就是
一个伪命题；控烟之所以长期不力，关键
原因不在于具体手段，而是在于要不要
控烟。

依靠另一种害命的方法来谋财，以
对抗夺走生命的灾难，再也没有比这更
为荒谬的救灾逻辑了。谋财害命的烟
草，从来就不适合作为慈善的主角。增
产卷烟救灾，将原本必须严厉控制的烟
草，冠以抗震救灾的美名，这与其说是一
种慈善，不如说是一种要挟。

如果增产卷烟救灾的逻辑能够成
立，那么黑心商人便可说为缴税而生产
地沟油，挂羊头卖狗肉的慈善组织更可
在筹资的同时光明正大地顺便捞钱了。

“烟草救灾”荒谬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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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不该淋雨
□王军荣

【新闻背景】 9月10日，在绵绵细雨
中，成都理工大学的新生迎来了开学典
礼。来自全国各地的 8477 名新生身
披校方准备的雨衣聚集操场，主席台
上，55位各学院“一把手”以及各职能
部门负责人无一人撑伞。校长倪师军
介绍，冒雨并非刻意，只是想给学生们
展示任教老师不惧困难的决心，教导
学生也应不惧艰险，勇于进取。（9月11

日《成都晚报》）
见多了“领导台上打伞，台下学生淋

雨”的现象，猛一看到“领导淋雨，新生穿
雨衣”，理应感动。然而，校方这么做，真
的能够传递给学生良好的教育？这件

“开学礼物”真的是很完美吗？
“我们要给学生展示的是任教老师

不怕任何困难，教导学生也应不畏艰
险，勇于进取。”淋雨就是不怕困难，这
个道理说不通。既然预知会下雨，给学
生准备了雨衣，那也无妨领导也穿上雨

衣。一方面防止感冒，另一方面也体现
了平等。

教育，最重要的是真，一次淋雨，不
能说明任何问题。更让人不明白的是，
校长教育学生既要不怕困难，也要顺应
自然，淡定应对各种复杂变化，为何学
校领导不顺应自然，片面地将“雨”当
做困难？

淋雨不是件好事，也不是多伟大的
事，因此就别将其当做教育载体了，更不
必夸张地用来教育学生。

□邓海建/文 朱慧卿/图

【新闻背景】贵阳某报常刊登相近
内容的检查或道歉信，一律600元一则，
内容涉及出租车司机不系安全带、企业
对国家法规学习不够等。律师称行政管
理部门要求相关违法违章人员登报检查
没有法律依据。贵阳市客管局稽查科工
作人员表示，此举是“上级领导的决
定”。（9月11日东方网）

出租车司机不系安全带，要登报检
查，座套脏了被查处，同样要登报检查；
企业“对国家统计法规学习不够，未按时
年审统计登记证”，仍要登报检查，“对贵
阳市劳动监察保护条例学习不够，未按
时参加年审”，还是要登报检查……登报
检查当然不是重点，重点是每则检查600
元且“不能还价”。

这种横加一刀的“登报道歉”，以高
价姿态罔顾民生，情理何在？根据行政
处罚法规定，行政罚则的种类包括警
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产停业
等——“登报道歉”不属于法定罚则，难
道是“新式创收秘诀”？

罚都罚了,钱也交了，临了还要行政
相对人花钱登报道歉，这样的作为除了

昭示一颗逐利的澎湃之心外，能教育
得了民众什么道理？罚了再罚，忍辱
致歉——这是法治社会的奇葩,还是权力
异想天开的神话？

对于行政管理部门来说，没有法律
或行政法规的明确授权，本就不得作出
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行政措施，这是法

治政府应恪守的本分,也是权力创新的
底线。然而，据说此举是“上级领导的
决定”，莫非又是领导大于法纪的一个
范本？

如果600元的登报检查非收不可，就
像高速上的某些超载费一样，请问可以
打折包月吗？

600元的登报检查可以包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