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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冬

【新闻背景】2月27日，国家电
网公司发布《关于做好分布式电源
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称普通用户
自建的发电设施所产生的清洁能
源，公司将按国家规定电价予以全
额收购。（2月28日中国广播网）

自家房顶建个微型电站，清洁
又环保，除了自用还能卖，绝对是好
事。可这事，不好办。

目前国家电网已受理的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平均每个投资成本
在 3 万元左右，这投资何时才能收
回？电力行业总体情况是电厂巨
亏、电网暴富——大厂尤如此，百姓

自发电若得不到充分补贴，谁敢干？
而且，自发电为啥不能自由销

售，比如卖给邻居？如果自发电还
只能卖给国家电网，不是在帮助巩
固其垄断地位吗？

但“魏桥经验”的落败，又让我
们不敢乐观：2012年5月，民企魏桥
集团自办电厂，以低于国家电网1/3
的价格对外销售电力，但很快被当
地政府以安全、节能降耗等原因关
闭。“自发电自出售”，能迈过那些或
明或暗的政策、制度、程序门槛吗？

倡导使用清洁能源，自发电好是
好，但若无详细的规则和配套措施，尤其
在电力体制改革与电价市场化仍未有
大动作的情况下，也只能是“看上去挺美”。

□本报新闻评论员 洛谭

【新闻背景】今年起，我市停止
审批新的经适房项目，这意味着经
适房将逐步退出舞台，公租房将成
保障房“主力军”。（见昨日本报
A08版报道）

我市逐渐退出经适房项目建
设，让公租房成保障房“主力军”，
是大势所趋。

“居者有其屋”，是每个人应有
的权利。但这个“有”，不是有房产
证。应该说，在国家的保障房政策
中，经适房和公租房都只是“工
具”，使用工具的目的是维护公平
与效率，让更多困难户有房住。

在经适房的分配问题上，从审
核把关、资格公示、现场摇号到限
制交易都有严格规定。然而，各地
还是丑闻频出，开宝马申购、摇号

“N连号”、“房妹”囤积经适房等新
闻一次次触痛公众神经。

究其根本，还是一个“利”字。
经适房与商品房的价差在拉大，牟
利的空间也在增大，利益空间必然
催生寻租冲动。试想，只要一证在
手，只要限售期一过，一倒卖，真金
白银不就进了腰包？

保障房由“产权式”向“租赁
式”过渡，有利于避免房产腐败。
但必须看到的问题是，因公租房的房
租价格低于市场，价格落差仍会让一
些“有门路”的人眼红——毕竟，倒卖
牟利不成，还能“倒租”牟利。

因此，要避免重蹈经适房的覆
辙，必须打破“严进不出”的状况，在
严把准入门槛、强化公开的前提下，
制定出有力的公租房退出机制。

比如，完善公租房动态管理，
对于蓄意“骗租”者，一经发现，取
消其租住资格，并令其补交租赁期
间与同类地段、同类房屋租赁市价
的差额。对于正常租赁户，制定一
个合理的标准，家庭收入一旦超过
该标准，也必须退出公租房，让其
他有需求的人群享受。

只要公租房资源发挥出最大效
应，才能更好地保障“居者有其屋”。

□冯保萍

【新闻背景】27日，教育部发布
《中国中等职业学校发展与就业报
告》：中职生就业率超过95%，高于
目前大学生的就业率，但社会认可率
较低。（2月28日《京华时报》）

这不奇怪，因为大量中职生就是
按照“就业导向”培养的。在生活中，
人们虽然知道高学历的教育并不能
带来期望中的高就业率，但传统观念
仍让中职教育不受待见，中职教育面
临生源质、量均堪忧的问题。

低认可率导致的人才价值观错

位将使技术工人奇缺，尤其是高级技
工，而一支稳定、有素质的蓝领队伍却
是部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部分。

提高认可度，首先要提高中职教
育的质量，改变现有对中职毕业生的
人事管理制度。比如，可借鉴国外技术
工人的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如果没有通
过一定的资质认可就没有上岗资格，让
中职学历充分体现价值。

另外，应使中职生有机会接受可
持续发展教育，使他们的就业环境形
成良性循环。如此，才能使更多的学生
对中职教育产生兴趣，也才能使当下年
轻人在选择职业方向时更加理性务实。

保障房保的
是民有所居

中职生不被认可，问题出在哪儿

允许自发电，能允许把电卖给邻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