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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 站ee
既要降门槛
也要更透明

【新闻背景】民航局已经联合国家发改委，取消
了国内航空旅客运输票价的下调幅度限制，航空公司
可以根据市场供求情况自主确定票价。这样，低成本
航空公司就能充分发挥价格优势，惠及大众。中国民
航局副局长夏兴华表示，未来几年要大力发展低成本
航空。（见本报今日B04版报道）

低成本航空，说到底还是竞争所需。在高铁、快
客放下高贵身段之后，民航以“无下限”的折扣优惠向
市场抛绣球，更是企业“自主定价权”的归位。

飞机上虽然不提供饭菜，也没有饮料，但机票便
宜，百姓坐得起。事实上，低成本航空公司和低价机
票在国外已流行40多年，目前，全球有170余家低成
本航空公司，市场份额占26％。

遗憾的是，尽管目前的中国市场已有亚洲航空、
捷星航空等13家外国低成本航空公司，但大陆只有一
家——春秋航空。而从这些年与春秋航空相关的各种
新闻来看，低成本航空在中国走得并不那么顺畅。

要让这种政策利好兑现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利好，
恐怕还须在以下几个层面配套跟进：

一是除了慎重干预票价政策，还得进一步完善行
政制度，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程序，支持大型骨干
航空公司设立低成本航空子公司，趁着“新36条”在
民航领域落地的东风，积极鼓励民资等社会资本有序

进入低成本民航领域。
二是开放空域资源，让低成本航空有用武之地。

以今年夏秋季为例，仅在首都机场，每周就有60余家
中外航空公司超过1000多个航班的起降时刻需求无
法得到满足——如此捉襟见肘的现状不改变，低成本
也难以“飞上天”。

三是为低成本航空创造软硬件便利。目前世界
上大部分国家对飞机及关键部件进口不征关税，而中
国航空公司进口主要机型飞机关税税率为5％，增值
税税率为5％；国外低成本航空公司选择二三线城市
或使用低成本航站楼，可以享受低廉的机场收费，但
中国机场收费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只有实现航线
资源差异化，才能真正实现成本“瘦身”。此外，飞行
员及空乘人员的培养与供给，也是现实的问题。

这几天，媒体都在讲一个故事：说一个伦敦小白
领，嫌当地房价贵，把家安在700公里外的西班牙巴
塞罗那，人家上下班的方式就是坐飞机，因为廉价航
空往返一次只需要不到40磅，这样一算，坐飞机就和
打的差不了多少。

以此观之，低成本民航，也许改变的就不仅是出
行格局。当然，在供需与成本决定价格的市场逻辑
里，机票价格本就应该随行就市，而不该被相关政策
五花大绑。

■洛浦听风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傲慢的权力与诅咒式回复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洛阳晚报#龙门e站#
洛阳晚报官方微博，最爱洛阳最懂你

3 个多月来，我市仅有 100 余人申请公租
房。自本月起，这一状况有望改变：申请不再限
制收入，外来务工人员也无须连缴两年社保。

看到《洛阳晚报》的报道，不少人竖起大拇
指。@梦梦的梦宝贝：及时降低门槛，可以惠及
更多住房困难户，真好！@走心_对这世界生怕
别人听不见，放声高呼“我也要申请”。@恨狐
迫不及待地追问：公租房都建在哪儿？

公租房设置多高的门槛才合适？@飞星逐
华：这是对老百姓的基本保障，我觉得本来就不
该设置那么多门槛！@书生香：公租房不是廉
租房，其实应该零门槛。@丝情袜意365：这次
降低门槛也好，至于目标群体反响如何，相关部
门亟待走一走群众路线，听一听民情民意，看一
看民需民求。

前期遭冷遇，未必都是高门槛所致。@金
钢波罗密说：公租房位置偏不偏，周边环境理想
不理想，设施配套完善不完善，住着方便不方
便，这些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河洛蝈蝈：别让
租住者享受低租金的同时，居住质量也跟着打
折扣。

政策宣传是否到位也是议论焦点。@阳光
不琇：弱弱地问一句，公租房坐落在哪里，价格是
多少，能够租多久？@赵鹏105：我也想申请，申
请流程具体是怎样的，能不能说一下？@天地V
洛阳：主要还是需要的人不了解，还得广而告之！

公开透明问题不能忽视。@陕西冯燮：门
槛降了是好，公开透明度也要增加，服务质量也
要提高，否则恐怕还是叫好不叫座。@laoer：要
坚决杜绝房客变身二房东的现象。@坐在菏叶
上的跳跳蛙：严格把关操作程序，千万别走经适
房的老路。 （魏春兴）

能否打飞的不光是成本问题

■漫画漫话 尔冬/文 美堂/图

【新闻背景】一市民拨打电话到云南省绿春县
卫生局咨询，没想到值班的工作人员不仅没有接听
电话，竟然还用手机短信回复市民：“是不是你妈去
世了。”（见本报今日B04版报道）

从值班逃岗到短信爆粗，暴露的是权力的傲
慢。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刻意刁难……部分公职人
员面对百姓的嘴脸能丑恶到何种程度，“问候妈”是
一种极致的表现。

对群众的感情问题，为民服务的意识问题，不是运
动式的治理能解决的。怎样使权力敬畏权利，让权力向
民众尽职尽责成为常态，已说得很多，就看能做多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