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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盐专营取消或保留
都需要权威解释

■洛浦听风 本报特约评论员 舒圣祥

洛谭有话 高速绕行图展板，点赞！

都是僧多粥少惹的？

龙门 站ee

昨天的晚报，《高速绕行图展板
“上岗”被赞实用贴心》的报道很受
关注。时值牡丹文化节，想必有众多
外地车友会为此受益而深感温暖。
是啊，时常出门的人应该深有感触，
一块贴心、清晰的交通指示牌作用有
多大！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对提
供公共服务的单位来说，假如主动作
为、用心做事，难做的事也能找到解
决办法；假如应付差事，举手之劳也
懒得去做。这看似是勤与惰的问题，
说到底还是服务理念有差异。

为高速绕行图展板点赞！

推行科三网上预约本为方便学
员，谁知竟催火了“代约生意”。不法
分子通过非法修改系统功能“抢”走
名额，难怪有人正常预约数月也约不
上。昨天的晚报说，150名“插队”学
员被取消预约申请，真是赔了银子又
折腾。

网上约考有多难？不少人有体
验。@胡萝卜爱兔子_：网页无法打
开，很郁闷。@勿弃疗丶深有说：网页
卡，验证码还特慢，好不容易等到短信
了，显示名额已满。@餐饮人_小陈：
约了两次都没成功。@djdncjskskxk：
天天跑网吧，真是不好约。

取消“抢”来的名额，有人拍手称
快。@旱湖之约认为取消得好：他们
抢走的不仅是名额，还有起码的公
平！@simplelifem表示：网上预约的
初衷是好的，只是技术漏洞被不法分
子利用了。既然是抢，那就是非法
的，取消了大快人心。@湖南女子学
院张闻骥提醒：约考也得讲究先来后
到，不能动歪脑筋。

为何“代约生意”会火？@刚毅
de青松：这年月什么生意都有人做，
谁知道是脑袋瓜子灵活，还是管理存

在缺陷？@洛阳微事引用马克思的
名言：资本如果有50%的利润，它就
会铤而走险；如果有100%的利润，它
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300%
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
冒着被绞死的危险。一些人早就成
了金钱的俘虏，一切围着钱打转！

归根结底还是僧多粥少？@洛
阳是俺家：上周三我9点预约，10点
才收到验证码，这时候名额早就预约
完了！说到底，还是等待考试的人太
多，考试名额太少。不是有两个新考
点就要建成了吗，不知会不会好些？
@农技推广员：学员多、名额少，都想
赶紧拿驾照，有需求就有市场。

取消网上预约就行了？@陆秀
红 1：全指望便捷的网络解决预约
难，这样往往适得其反，还是传统的
实名约考操作性强。@阳光不琇：干
脆取消网上预约，驾校代约考也挺靠
谱。也有人认为，有问题是正常的，
轻言取消无异于因噎废食。@河洛
王鹏：买火车票还有抢票软件呢，驾
考当然也会有。及时补上漏洞，严厉
打击黄牛，这才是当务之急。

（魏春兴 王斌）

【新闻背景】 4月21日，发改委
发布通知称，决定废止《食盐专营许可
证管理办法》。中盐公司随后发布公
告称，“国家对食盐实行专营管理的依
据是《食盐专营办法》，由国务院发布，
为国家法规。而《食盐专营许可证管
理办法》是部门规章，废止该办法并不
是废除食盐专营。部分媒体将此理解
为食盐专营废止，实属误读。”（4月
22日《第一财经日报》）

食盐政府专营的历史，几乎和
农业税的历史一样久。如今，农业
税已经取消多年，食盐专营却仍岿
然不动。

至少从2005年起，国务院就组织
有关机构，在各大盐区进行调研，希望
废止食盐专营许可证。2010 年年初
更是盛传：中国盐业体制改革在即，食
盐专营体制或将终止。彼时，据说中
盐总公司已要求各省级公司作好放开
专营的准备。

因此，当公众看到发改委决定废
止《食盐专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通
知，很自然地认为食盐专营制度终于
走到了尽头。

没想到，中盐公司马上站出来辟
谣，称发改委废止的只是部门规章，而
食盐专营已改归工信部管。

让人费解的是，倘若果真如此，发
改委废止《食盐专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的依据，为何又是《国务院关于取消和
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既
然是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按理
应是取消食盐专营的意思。

在中盐公司辟谣之后，发改委和
工信部都应该出来解释一下：辟谣到
底算不算数？食盐专营，到底是要取

消还是要继续？
众所周知，盐税贡献已日渐减小，

“保障税收”早就不是专营理由；中国
盐产量世界第一，食盐供给充足，专营
与“社会安定”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
杜绝以工业盐代替食盐，“保障食盐安
全”主要应该靠监管……如果继续专
营，合理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既得利益的阻挠？
食盐生产企业卖给食盐公司的价

格一般是每吨 500 元，而最终到达消
费者的价格则是每吨三四千元。可以
说，眼下的盐业专营体制，卖的不是食
盐，而是暴利。

如果说烟草专卖总归借了控烟的
名义，食盐专营在暴利之外则实在没
有合理逻辑。铁道部都能撤销，究竟
是怎样强大的既得利益，可以阻挠盐
业专营的取消？

在盐业垄断企业之外，隐隐约约
似乎还有部门之间的角力。

发改委废止《食盐专营许可证管
理办法》，工信部相关官员的表态耐人
寻味。为什么发改委废止该文件，不
是取消食盐专营的序曲，而只是发改
委自己的部门意见？“部门打架”的现
象此前并不少见，但在食盐专营这件
事上，公众需要一个权威的解释。

取消食盐专营打破政企不分，让
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盐务部门着重
于市场监管，这应该是盐业体制改革
的应有之义。

发改委废止《食盐专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意义究竟何在，食盐专营
到底是取消还是保留，倘若保留理
由又是什么，所有这些都该有个明
确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