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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人想
穿越到明年的
“3·15”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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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孩子，就要爱得够“专业”

售房个税，让谁害怕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假离婚、假欠债、
阴阳合同……伴随着“国五条”细
则中“二手房交易征收差额20%个
税”政策的出台，网上疯传各种“避
税攻略”。记者采访“晚报律师帮
帮团”的成员和相关部门后发现：
这些“绝招”在现实中难以奏效。
（见本报昨日A14版报道）

个人售房按交易差额征收20%
个税的新政，本意自然是好的：提
高炒房成本，遏制房地产投机。可
是，民众显然没有认同这一政策的
预期效果，没有等待房价被抑制后
再出手，而是在政策落地之前使得
交易井喷，甚至弄出了各种让人啼
笑皆非的“避税攻略”。

想通过假官司把房子“赔”给
对方，可能要花更多钱；通过假合

同达到少缴税的目的，可能“偷鸡
不成蚀把米”；还有假赠予、假离
婚，也都可能落得个省不了钱又堵
心的下场。只能让人“图个乐”的

“避税绝招”，其实挺让人心酸。
公众最担心的，是新政在打击

投机者的同时伤及刚需购房者，新
增的税费被转嫁到这些购房者头
上，从而间接推升房价。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虽然住建部已表态：“将交易所得
税转嫁给购房者的行为严重违规，
国家将出台保护购房者利益的措
施。”问题是，税负究竟由谁来承
担，看的是市场上的供需关系，看
的是买卖双方谁更强势。

在新增土地的供应、保障房
的建设跟不上住房需求的现实语
境下，为调控楼市而增加的任何
税费，都很可能会被转嫁到购房

者身上。卖房者一句话：“不负担
税，我卖给别人！”购房者有多少底
气讨价还价？

因此，真正害怕售房个税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各种“避税攻略”
的“作者”，恐怕还是广大购房者。

其实，所谓的“转嫁交易税”，
如何转嫁，是买卖双方市场博弈的
结果。即使住建部出台了保护购
房者利益的措施，恐怕也不会让房
主乖乖让出本可到手的利益。

“避税攻略”热传，无非说明相
比不少炒房者，想买房的老百姓没
有用不完的避税资源，只能想些

“下策”。“避税攻略”热传，应促使
政策制定者思考，打击的靶心是否
跑偏了？

解决问题，不妨多听民众的意
见。只把目光盯在多收税、多收费
上，不好使。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长春婴儿随车被
盗遇害后，父母该怎样照顾好孩
子，怎样避免让孩子受到伤害，成
为很多人讨论的话题。本报记者
采访发现，孩子受伤害多是由父母
监护缺失造成的。（见本报昨日
A25版报道）

当下，做父母已经够不容易
了。假如父母的双手一离开孩子，
孩子就可能遭遇不测，肯定不是父
母的问题。我们不能要求为人父
母者必须时时刻刻处于惶恐之中。

看完报道，笔者想说的是，我
们该如何更好地呵护自己的孩子？

孩子受伤害多是因为父母监护
缺失。像药物、硬币、剪刀这些危险
品，日常生活中孩子可能触及，家
长有没有安全存放？一些不良习
惯，有没有被家长疏忽了？毕竟，
相较于偶发性的案件，这些才是更

“普遍”的潜在伤害。
生活中，当孩子被单独留在车

内时，父母是不是该多些考虑：即便

不会遇到被人连车带孩子偷走的
“小概率”事件，长时间处于封闭的
车厢里，车没有熄火，孩子也可能遭
遇窒息、一氧化碳中毒等危险。

因孩子哭闹得厉害，就让其
坐在副驾驶位上、在车内乱动等
等——其中的安全隐患，父母们又
知道多少？

今年1月29日，本报就报道过
这样的事：3岁女童坐在后座上，在
汽车行驶中拽了一把方向盘，导致
车子冲出路面，越过排水沟，撞在
路边的土崖上，还好一家三口没受
伤。让孩子坐上车或许是迫于无
奈，但又有多少家长专门为孩子安
装了安全座椅？

一根头发丝险些让宝宝“截

手指”，一根橡皮筋导致婴儿截
肢……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也时有
发生。不能说家长不爱孩子，用橡
皮筋固定衣服，就是不想让孩子受
冻，可因为一时疏忽，孩子肢体坏
死，如此教训有多惨痛！

爱孩子，应该爱得够“专业”，
该细致的一定得细致，该周到的一
定要周到，不能马马虎虎、粗心大
意，否则难免出意外。

在许多发达国家，对于父母等
监护人的行为，法律有诸多严格的
约束，比如，人们见到儿童被单独
留在家里常常会报警，监护人还可
能被告上法庭，甚至被剥夺监护
权。这些经验，希望能对我们有所
启发。

□刘晶瑶

一年一度的“3·15”国际消费者权
益日再度来临，央视连续举办了23年
的“3·15”晚会将备受全国消费者关
注。有人戏言，大家对“3·15”晚会的
关注程度更甚于央视春晚。

的确，相较于锦上添花的娱乐盛
宴，人们更关心每天摆在自己桌上的
食物是否安全。

回顾历年央视“3·15”晚会的热
点，简直就是一部中国消费者的血泪
史——我们用无坚不摧的嘴和久经
考验的胃，经受了黑心商家一轮又一
轮的摧残。

每年晚会过后，我们在掏钱埋单
时总不免有些害怕——从煎饼果子
里的地沟油，到咸鸭蛋里的苏丹红，
更别提买大件家电或是装修房子时
面临的重重陷阱。

有多少人恨不能身具穿越之能，
提前到明年的“3·15”晚会上一探究
竟，看看身边到底潜伏了哪些质量隐
患，好防患于未然。

话虽如此，就像《大话西游》里的
经典台词说的那样：“我猜得到这开
头，却猜不到结局。”

预知了有哪些损害消费者权益
的东西存在，就一定能躲得开、避得
掉吗？

2008 年揭露垃圾短信产业链，
2012 年再揭垃圾短信通过正规渠道
发送利益链，时至今日，垃圾短信依
旧猖狂。

2011 年田婆婆洗灸堂被曝光令
受害儿童患脓包型银屑病，最近央视
回访，发现“田婆婆”已经改头换面并
在成都遍地开花。

每年只有一次“3·15”晚会，每次
晚会只有区区120分钟。

我们能够看出，从政府有关部门
到央视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揭开
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欺骗消费者的内
幕。但人们总感觉，积攒了一年或更
长时间的问题都挤到这一天来了，而
两个小时到底能解决多少问题？

“3·15”晚会，一年一度；衣食住
行，却是每分每秒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