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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红灯影响拿驾照
听着可行问题很多

□陈小二

【新闻背景】目前我国
粮食供求仅能维持总量上的
平衡。虽然每年中央拨款缓
解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的财
政困难，但专家调查称每年给
产粮县8000万元补贴被克扣
到县只剩1000万元。（见昨日
《中国经济周刊》报道）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
国家在逐渐增大农业补贴、
农村建设投入的时候，却不
断看到堤坝溃堤、淹没良田，
农田水利年久失修、农民无
法搞灌溉；也就不难理解，为
何有些农业县穷得叮当响，

政府办公大楼却赛白宫。说
白了，这是在用养活耕地的
钱，养活政府里的蠹虫。

由于种粮利润过低，南
方的粮食主产区开始追求高
度工业化发展，千百年来的
江南鱼米之乡正在成为一座
座拔地而起的市镇；这些年
来，地方城镇化的“GDP 冲
动”又从未停止，这让18亿亩
耕地红线岌岌可危……

倘若农民在土地上看不
到发家致富的希望，就会背
井离乡；倘若乡镇看不到希
望，就会主动转变产业结
构。可关键是，农民走了，土
地荒了，谁来养活中国？

是谁在层层克扣农民的补贴款

河洛观潮

□武洁 然玉

【新闻背景】 2008年三
聚氰胺事件爆发后，最先嗅
到商机的奶妈中介在深圳
异军突起。今年，中介另辟
蹊径，将奶妈的服务范围扩
展为成年人哺乳——如果
有必要，成人甚至可对着乳
头喝奶。（见昨日《南方都市
报》报道）

乍一看，既然已经成了
商品，人乳究竟卖给谁，又
被谁消费，似乎不能随意设
限。尽管“直接给成人哺
乳”引发有关色情交易的质
疑，但即便“直接哺乳”属
实，恐怕也难以有确凿证据
对奶妈的交易进行挑刺。

同时，10 余年前，卫生
部虽曾发给上海市卫生局
的一个关于人乳不能作为
商品经营的批复，但其在人
乳买卖问题上是否有法律
效力，还不好说。

可是，当作为婴儿天然
食品的母乳，竟然也可以因
为出价者高，而有了面向成
人的升级版，与其说是奶妈
传统行当焕发了第二春，毋
宁说是当下对于不少人因
逐利而完全丧失最基本的
底线。如果说出卖人乳的
奶妈还有个人生计的考量，
那么，将奶妈业务拓展向成
人的中介，以及将饮用人奶
作为奢侈品的富人圈，无疑
是这一畸形市场得以形成
真正的背后推手。

“富人喝人奶”一事中，我
们所看到最悲壮的图景，乃是
市场的供求逻辑凌驾了一切，
无论是饮奶的都市精英，还是
供奶的乡村妇人，他们的人
性、耻感、矜持，统统消失于

“钱物交易”的理所当然中。
多么病态，又多么悲哀，

灰暗的市场内，利令智昏的供
给者与自欺自骗的购买者，一
同上演了这最荒诞的剧目。

“成人喝人奶”究竟喝出了啥

2013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
网上报名工作自6月20日启动以来，截至7
月2日,已有近30万人注册，超过23万人成
功报名。 学位中心将于7月10日24时结束
网上报名与交费工作，请广大考生相互转告，
并抓紧时间完成网上报名与交费工作。

在职研究生教育相较于全日制研究生而
言，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多个层面的优势，在各
类人群中广受青睐。在职工作人员报读在职研
究生可以拓展人脉、完善知识结构、提升职业技
能。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学员在职称评定上
就有了保障。另外还有国企、上市公司等大型
企业分学历定薪酬，大家急需提升个人文凭。

很多白领人士都发现身边很多人都读在职研究
生，自己也不能落伍；更何况很多在职学习既能
享受公司提供的深造学习福利，还能获得研究
生文凭，刷新教育经历何乐而不为呢？

河南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在职研究生教育
中心提醒考生：尽量提前完成报名工作。洛
阳市报考在职攻读硕士学位考生可以拨打
0379-60108862、60108863 报考服务热线，洛
阳在职研究生教学中心可以协助考生完成报
考工作；为方便洛阳考生报考咨询洛阳在职
研究生教学中心开通多条网络报名咨询渠道
及报考链接，考生可登录 www.lychongwen.
com咨询高校招生信息。

在职考研报名即将进入尾声

提醒在职考研者：勿错过报名考试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近日，我
省一媒体报道，我市交警部
门规定行人、非机动车闯红
灯，考驾照、办理车辆入户
都将受限制。洛阳晚报记
者调查确认：市交警支队驾
管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并不
了解此事，申领驾照依据的
是《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
用规定》。（见本报昨日
A04版报道）

出此“重拳”，有无
必要，是否合理

“中国式过马路”的危害
尽人皆知。但究竟怎样治才
能根除顽疾，令人头疼。

以往的批评、教育常流于
形式，已被证明没多大威慑力；
罚款、曝光、“举小红旗站岗”
虽有一定效果，却又常会陷
入法不责众的困境。

民众有呼声，现实有需
求，怎么办？不难理解交警
部门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在

“四选一”的处罚方式之外，
可以把闯红灯与考驾照、办
理车辆入户挂钩——看还
有人敢带头闯红灯！

这是挥向“中国式过马
路”的一记重拳，也反映出
有关部门的决心。然而，问
题与质疑随之而来。

比如，《机动车驾驶证申
领和使用规定》《洛阳市道路

交通安全条例》中都无相关
规定，这么做的依据何在？

比如，就算带头闯了次
红灯，公民在正常办驾照时
就要面临严格的审核与限
制，这合情合理吗？

另外，用现在的办法整
治交通违法行为，是否作用
真的不明显？如果确实如
此，那么，其中有没有执法
不严格的问题，有没有日常
管理简单化的问题？在这
些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
倘若再出台上述新规，难免
招来“怠政”“懒政”的质疑。

行政权力越界，常
因迎合现实需求

行政权力总惯于出重
拳治乱，未必是好事。

近年来，面对“高企”的
房价，不少地方政府拿出限
价、不许发售、提高首付比例
等行政手段治理。虽然这些
办法已被证明基本无效，但
还有人乐意去做。为啥？能
获得好口碑：治理百姓关心
的问题，我积极作为呀，我手
腕硬了呀；更重要的是，行政
权力得以增强，而且是一种
可进可退的行政权力。

是的，我们对以“中国式
过马路”为代表的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深恶痛绝，但不可因“痛
恨”情绪影响放弃理性思考。

行政权力应积极作为，但
更重要的是应当受到严格约束，

否则公民个体权利必将受伤。
约束权力作为的根本，是任何公
权力的实施都必须得到法律的
授权，否则就应被完全禁止。

但有时，权力被滥用，恰
是迎合普通人的生活诉求与
现实需要，因而具有更强的迷
惑性和危险性。这时，老百姓
心里想的更多的可能是“这么
办能解决问题”“这样狠治理才
管用”，却忘记了权力的作为并
无法律授权，忽视了个人权利、
自由空间已受到挤压——
一旦权力在被容忍甚至鼓励
的情况下越了界，迟早要坑
到当初为其鼓与呼的人。

在治理城市这个具体问
题上，建立健全诚信体系，增
加公民和法人的违法成本，当
然是对的。但这么做，是为了
培育社会自律能力，而非增加
行政部门权力和社会影响力。

多年来，受“管理论”执法
思想的影响，我们的行政执法
活动总是重“大家”利益、轻个
体利益，且过于强调行政主
体权力本位和公民义务本
位，将公民视为管理对象，将
执法视为行政管理的工具。

片面强调“管”的功能，
带来的结果是，任何一个执
法部门都倾向于“制定一部
法律、规定一项权力、设立一
支队伍”，继而造成执法名目
林立、扰民现象严重的恶果。

社会在进步，这样的老
思维，再也要不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