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A2014年5月7日 星期三 编辑／小勇 校对／项辉 首席组版／庆岗

河洛评谭
来稿请寄：lywbpl@163.com 一经采用，即奉薄酬

龙门 站ee
保护古树 留住岁月的年轮

■微论撷英

聘任制公务员的出现有
可能给用人腐败留下漏洞，
造成新的不公平。

——对于近期引发广泛
争议的“深圳聘任制公务员
‘零淘汰’现象”，国家行政学
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
家称，聘任制会打击大多数
公务员的积极性：一批不需
要经过严格招聘的人，也进
了公务员队伍，并且还享受

了比他们更高的薪资

水价被低估了。我国是
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很贫乏
的国家之一，全国658个城市
中有近400个城市缺水，其中
110个城市严重缺水，但目前
的水价不能反映当前我国水
资源的稀缺程度与短缺程
度。水价上涨是大趋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资源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
任谷树忠日前表示

不动产业是国民经济的
一个确切无误的支柱产业，
这一地位无可置疑。如果房
价崩盘“大跳水”，对经济的
影响将是引发普遍的、严重
的衰退，对老百姓没好处。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
究所所长贾康

【新闻背景】三亚市2014
年上半年物价补贴发放工作启
动，符合条件的居民每人将一
次性获得360元补贴资金，共
约补贴62万人，需发放补贴资
金共 22320 万元。（见本报今
日B05版报道）

近年来，以红包形式发放
物价补贴，已经不再是新加坡、
香港、澳门等境外城市的专利，
东莞、杭州、宁波等城市都曾效
仿，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一样。
在很多人看来，“让红包飞”既是
政府部门关注民生的实际行动，
更是让全民分享发展成果的有
效形式。地方政府口袋里有钱
了，不是想办法突击花掉，也不
是滥用于三公消费，而是给全体
居民发红包，于是好评如潮。

当然，也有声音对此表示
反对，主要的攻击点，总结起来
就是效率与公平：不区分贫富，
所有人都发一样的红包，光有
形式公平哪有实质公平？既然
是补贴政策，为什么不能针对
性更强，更有效率一些？此外，
发红包在程序上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拿纳税人的钱来作秀讨
好居民？既然征税后又发红
包，为什么不直接减税呢？花
了不菲的征税成本，钱收上来
后又一人发一个红包，效率何

在？更有甚者，公然宣称“直接
发钱是政府无能的表现”。

效率也好，公平也罢，都是
相对意义上的。只要三亚人民
对此表示欢迎，“让红包飞”就
是符合民意的。而且，每人每
月 60 元钱本身就不多，如果还
要花费不菲的成本，去更有针
对性地面向困难群体，结果不
一定是最佳的，但是冒领占用
等寻租腐败现象，肯定少不了。

就像研究澳门发钱政策的
学者所言，派钱是最省成本的措
施，是最直接的还富于民。“让红
包飞”更节省成本，避免了腐败浪
费，也可以称之为效率；让非户籍
常住人口，也能同等享受红包，当
然更可称之为公平。所以，效率
与公平的问题，关键要看我们站
在怎样的角度，以怎样的眼光和
心态去作出评价——凡是政府
做的事情，无论好坏，一律炮轰了
再说，谈不上客观公正。

无论是讲公平还是谈效
率，相比屡见不鲜的挥霍浪费
与贪污腐败，让取之于民的税
收真正用之于民，保障民生服
务民生，都是责任政府的应有
作为。我们倒是乐见更多地方
也能“让红包飞”——飞向公众
的是红包，红包里面装的是责
任，飞到公众心里的是暖意。

■洛浦听风

三亚“让红包飞”的公平与效率

本报特约评论员 舒圣祥

热播完国色天香，又
聚焦千年古树——日前央
视《中国古树》纪录片摄制
组走进洛阳，拍摄新安千
年樱桃树，汝阳空桑酒树
与嵩县黑银杏树拍摄前期
申报也在进行。该栏目编
导称，在全国录制的100期
节目中，像洛阳这样独占3
期的很少。我们身边还有
多少古树，对洛阳意味着
什么？

看生命延续千年，那
很有感觉。@能吃善睡
180 斤讲述了经历: 前天
去樱桃沟，看到过几棵千
年樱桃树，都挂有标识牌，
游客们也很自觉，没人去

攀爬或破坏。@洛阳微
事：正像余秋雨描写的那
样，黑黑地缠满了岁月的
皱纹，透过古树我们看到
了生命的顽强。

古树还意味着历史的
源远流长。@陆秀红1说：
留住古树就是留住昨天，
这样才能更好地开拓明
天。@麒0o0认为：古树既
然能留存到现在，说明当
地人与自然处得不赖。@
农技推广员表示认同：古
树是沧桑历史的见证，是
厚重文化的年轮，这些可
都是洛阳的活宝贝。

留住古树确实不容
易。@洛阳是俺家担忧：有

古树的地方，才是有记忆的
地方。城市化在推进，盖
楼、修路，加上不法分子的
贪念，难免会有古树遭殃！
@月亮的背面是宁静海：都
说十年树木，但要长成一棵
古树其实很难。

洛阳对古树的保护令
人欣慰，但还是有人热心
提建议。@陕西冯燮说：

“人防”“技防”加“法防”，
让我们更好地留住古树
吧。@蚕豆豆 doudou 给
出建议：希望能更好地挖
掘文化底蕴和历史故事，
让每一棵千年古树都有百
听不厌的传奇。

（魏春兴 王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