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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公室里待久了，一出去就感觉
脑袋嗡嗡响。”湖北省某高校教师张德猛
说，现在武汉市早上的气温都有35摄氏
度，于是一进办公室，大家普遍把空调开
到很低的温度，“很少有人会将温度再调
高点，为了方便学生进出，有的办公室还
开着门。”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
过民意中国网，对3727人进行的一项调
查显示，56.6％的人认为单位里“空调温
度过低”，48.5％的人表示单位空调设置
在“26 摄氏度以下”。其他使用空调不
当的情况还包括：一开一整天（60.1％），
空调清洁不及时（54.8％），空调房间密
闭 性 不 好（35.6％），空 调 频 繁 开 关
（24.4％）等。

多少人夏天已经没有出
汗的感觉了？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
法》、《公共机构节能条例》等法律法规，明
确规定“所有公共建筑内的单位，除医院
等特殊单位以及在生产工艺上对温度有
特定要求并经批准的用户之外，夏季室内
空调温度设置不得低于26摄氏度。”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
教授说，26摄氏度是人体感觉比较舒适
的温度，夏季空调设置若低于 26 摄氏
度，很容易使室内外温差大于7摄氏度，
容易引发感冒、脚抽筋等症状。

据 39健康网日前对 3648人进行的
一项调查显示，49.1％的人每天在办公室
里待5~8小时，44.7％的人每天在办公室
里待 8~12小时，21.0％的人表示自己所
在办公室使用中央空调，冬天太热，夏天

太 冷 ，易 得“ 空 调
病”。

“一天到晚在密闭
的空调房间里，空气中
负氧离子、微生物、病
菌都会增加。”邹骥说，
长时间开空调，也会破
坏人体的自我调节能
力 ，形 成“ 空 调 依 赖
症”。

“有多少人夏天没
有出汗的感觉了？”雅
虎网员工徐江泊发现，
很多人上班有中央空
调，出门坐空调车，回
家也照样吹空调。“该
出汗的时候就应该出汗，我现在周末尽
量抽时间运动，出汗的感觉很爽。”

怎样预防“空调病”？70.7％的人首
选“经常开窗换气”，其次是“空调温度不
能过低”（68.8％），65.7％的人认为要“适
当锻炼，增强免疫力”，65.0％的人说“不
能整天吹空调”，53.0％的人会“多喝水”。

公共机构空调用电量是
一个惊人数字

“其实，回家大家都会注意调高空调
温度，节约用电。”北京市某图书出版公
司职员于波说，在单位里，浪费用电的情
况却不只是空调温度开得低，有的人就
算只上一层楼，也按电梯。

据了解，我国很多地区 7 月用电负
荷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湖北主网最大用
电负荷比去年增长 16.6％，武汉市 7 月
14日用电量达到1.09亿千瓦时；浙江省

今年新增变电容
量 1000 万 千 伏
安，超过浙江电
网去年投运超高
压变电容量的总
和……

哪些方法可
以缓解夏季用电
紧张情况？调查
中，74.5％的人首
选“空调温度不低
于 26 摄 氏 度 ”，
69.9％ 的 人 选 择

“使用高效节能电
器、照明产品”，
65.0％ 的 人 认 为
要“减少办公设备
待机能耗”，接下

来依次为：及时关闭电器电源（63.2％），
减少电梯使用（36.9％），用电风扇代替空
调（28.9％），少开灯（28.4％）等。

徐江泊说，在单位里，员工很难想到节
约用水用电，所以应该多给一些提示，“我
们公司在洗手间供应的纸巾盒子上，就特
意标注：为节约资源请尽量只用一张纸。”

在日本工作过的姚晓晓告诉记者，日
本人节约意识比较强和各方面的宣传努
力分不开。“他们工厂里会进行各种节能
改进，比如洗衣机的甩干时间比较短。购
买节能家电和汽车时，政府会给予补贴。
日本电视台NHK也常在节目中介绍生活
中的各种节能小窍门。”

调查显示，67.0％的人认为政府应
加大节能宣传力度，普及生活常识；
67.9％的人认为节能减排理应成为一种
自觉行为。

某核电站工作人员潘军认为，我国
用电紧张的情况不光是夏季，主要原因
是第二产业中三高企业的浪费较大，所
以首先应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再有，
公共机构空调用电量是一个惊人数字，
应该加强对政府机构、公共建筑、住宅等
的节能改造。他建议，对电价在一定范
围内进行累进制阶梯价收费，达到一定
的用电量收取相应的高额电费。

邹骥表示，政府机关在节能上理应起
到带头作用，在全社会形成示范效应。“政
府部门办公时，没有必要全打领带穿西
服。我记得有一次温总理就穿T恤衫开
会倡导大家简化礼仪。政府机构办公大
楼，也可以实行空调系统分片控制。”

本次调查显示，77.5％的人认为政
府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应做节能表
率；70.7％的人赞成通过减免税的方
式，鼓励企业采用节能设施；48.2％的
人认为应明确节能执法部门，严厉查
处违规单位。 据《中国青年报》

“地王”频出的幕后推手
“15号……”电视上的潘石屹、

任志强有点酸、有点默契地来来回
回说着这个数字，不管你是在此节
目的哪个时间点打开电视，前后有
没有语境，你都很明白：15号不是
个日子，而是块地——广渠路 15
号地。

谁也没想到，这块北京“CBD
最后的绝版黄金地”，被在香港注
册不过 5 年的默默无闻的中化方
兴公司，以 40.6 亿元的天价拍下。
令老潘的眼睛瞬间比他的招牌圆
眼镜更圆的是：这个新“地王”一次
性付清资金，“这是什么概念！”

人们猜测着这家“不差钱”公
司的来头，各种传言像吹散的蒲公
英一样：其母公司国企大鳄中石化，
鲍鱼进入了员工的午餐计划，光大
厅的吊灯就花费了 1200万元……
方兴地产可支配资金已经超过了
400亿元，“15号”只是第一步，说不
定还有16号、17号……

比传言跑得更快的是事实。
北京新“地王”刚诞生，在上海，国
企绿地集团拿下“今年上海最贵
地”；在广州，广州城建集团竞拍下
今年的广州地王，溢价高达154％；
一线城市里还史无前例地出现了

“区县地王”的新称呼……
为了报去年低迷房市一箭之

仇，一线城市的“地王”，如王子复
仇记般复活。“王子们”个个出生

“名门”，背后的力量是央企、500
强、各行业龙头。他们头顶皇冠最
亮 的 那 颗 明 珠 无 一 例 外 就 是

“国”。
央企与地产的闪婚，让这个本

来就充满变数的地产业更加扑朔
迷离。“趋势，趋势，我们要趋势”，

电视上、网站的调查里，财经媒体
的头条，都在预测房价的走势。

这个情景像极了 2007年上半
年，可似乎又不一样了。尽管，比喻
还是那些比喻，“地价高过房价，面粉
比面包贵”、“粉丝卖成了鱼翅价”。

最大的不同是，主体变了。老
潘、王石们深知：房地产企业的势
力版图正在发生改变，“国进民退”
是无情的事实。一个新的地产企
业能不能成长起来，就取决于一块
地。“一块地定生死”是这个行业的
铁律。

“国”字头的比“民”字头的对
市场的冲击更加猛烈：前者不仅有
国家投资做支撑，而且势利眼银行

“老鼠爱大米”一样爱“央企”，适度
宽松的货币政策打开了“货币水龙
头”。

短短半个月就证明，国字头的
“地王”效应显著，如今，北京地价、
房价以及成交量都创出了新高。
北京四环内房价已经全面进入每
平方米两万元，正在步入“奔 3”时
代。连把“粉丝当牛肉卖的”老潘
都感慨：今年会比2007年更疯狂！

知道了吧，这就是报复性增
长！

别听专家们正襟危坐地预言：
经济是“V”型，还是“W”型。实体
经济冷是事实，出口减少是事实，
可产能过剩、流动性过剩也是事
实。唯一能吊起央企大鳄胃口的
就是利润高的房地产业。国家发
行了大量的钱，银行也放了大量的
款。这些钱不可能再去投资建电
子厂，建化工厂，只能投到房地
产。

“走，买地去！”成了很多大国
企不二的行动纲领。

央企与地产结婚了，这个蜜月
期能有多久，没人能预测。但公众
最大的担心是：这段婚姻，不会很快
生孩子，他们“只买地，不开发”。

小人物们“小肚鸡肠”的担心
是：“国”字头开发商卷“土”重来，
不排除企业想将资金转化为可抵
御通胀的土地资产却不做实质开
工的可能。其后果是：地卖了，却
没有换成房子，市场的实际供求关
系还是紧张，房价越来越高，房价
又推着地价越来越高，这个粉红色
的“大泡泡”越吹越大。

小人物自有小心眼的理由：这
几年，27个地王 24个晒太阳，开工
量不足七成。

想起赫鲁晓夫的一句话：如果
你要剥客户的皮，你应当给他们留
点皮，别剥光，让它长新皮，这样你
下次还可以继续剥他们的皮。

是啊，这个前苏联领导人数十
年前的名言，对数十年后，有“中国
特色”的房地产业，多么贴切！

地面上的“地王”一个个神话
般产生，地底下，地铁里吊环般挂
着的上班族，蚂蚁样潮涌着，奔劳
着讨生计。

“第 99种幸福”的广告牌在地
铁里，熠熠发光。这句没头没脑的
话禁不住让人发问：什么是第 99
种幸福，前面 98 种是什么，第 100
种是什么……

在北京房价两万元的时代，等
着买房的年轻人，怎样才能找到第
99种幸福？贫嘴张大民还能把一
棵树盖在房子里，更多的张大民、
李大民、王大民呢？

在国企“地王”统领下，还有张
大民的幸福模式吗？

据《中国青年报》

公民有权要求政府公开信息，于法于理已经没有什么可说；至
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意义，更是被屡次论证。但实践之中，现实并非
如此简单。

河南南阳青年王清，向南阳市上至市政府，下至一个区的蔬菜
办公室，共181个行政部门，提交7项政府信息公开书面申请。其
中，他要各部门公开的最主要一项内容是“三公”消费。结果，申请
不但没有实质性回复，王清更是被有些单位怀疑是间谍。

这样的结果，当属意料之中，但公众悲愤之情依旧强烈。而有
关部门对王清间谍的质疑，再次展现了权力的一贯恶习。值得注意
的是，王清申请公开的信息，颇为专业，直指要害。俗称“三公”消费
的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有概数统计，每年达数千亿，民愤极
大。此类消费，与政府官员的利益相关性极高，涉及财政预算、人大
监督等重要制度。要求这样的信息公开，遇到困难实属正常。

作为重要的政府信息，王清申请“三公”消费公开，本质上是为
维护和扩大公民的政治与财政预算的参与权。而财政就其本质来
说，是政府受公民之托履行公共服务的责任，因而具有更为强烈的

“大众化”属性。现代社会中，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治理机构，普通公
民也完全有能力承担起治理责任。

而事实是，政府似乎没有看好钱袋子。财政预算、决算、审计
形同虚设，无法控制畸高不下的“三公”消费。尽管如此，公众却难
以弥补这一政府治理的不足和漏洞。期望更高层面的参与和治
理，自然是奢望，信息公开却是可以做到的第一步。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一年有余，各级政府对于信息公开，
依旧以面临压力和准备不足作为借口，再无理由；以涉及国家秘
密、社会稳定、人事、历史信息为由拒绝公开的信息，情况复杂，但
多数也是可以公开的。清除此类障碍，有赖于保密制度，以及相关
立法的修订。如此说来，拒绝公开信息，本质上依旧是霸道的权力
惯性作祟。

值得警惕的是，信息公开过程中确实面临部门保护主义、地方
封锁主义的阻力。别的部门没有公开，别的地方没有公开，寄望于
某一部门、某地主动公开，当然是奢望。谁愿意做这个不讨好的出
头鸟呢？厘清以上几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当地政府部门对王清
的申请没有实质性回复。

作为共和国的合法公民，向政府申请各类信息的公开，推动政
府信心公开的常态化、制度化、完全化，不仅是人大、政府机关的责
任，公众亦有责任，更有权利。就像王清所说，“我不是钻牛角尖，
是在推动社会进步。”

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一年有余之时，回头审视，多数申请
未获得实质性结果颇为普遍。但可喜的是，要求公开政府信息的
事件层出不穷，已成燎原之势。

有统计显示，过去一年多时间，公民和组织要求政府机构公开
信息的事件，大到申请公布汶川捐款流向、4万亿投资计划，小到
要求公开养猪场土地使用性质，不一而足。仅上海市受理的政府
信息公开申请，就达9000多起，吉林更是达4万多起。

每一起申请，寄托的是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每一次失望，损害
的是权力的信誉。对此，各级政府部门当积极回应，早日破题。这
不仅是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义务，更是践行国家人权行动
计划，推动中国社会走向开放自由的必然。 银玉芝

举“贤”该避亲不然说不清
石家庄开发的经济适用房闹了个笑话：今年首

批推出的两个经适房楼盘，均价2680元，一部分楼
盘甚至达到了2800元/平方米，仅比附近普通商品
房低200元到400元。结果自然可想而知，1000多套
房子遭弃购。

想想也是，加一点钱，就能买条件更好、挑选余地
更大并且拥有完全产权的商品房了，这账心里划拉一
下就算得清。可笑的是当地官员还认为，这是因为当
地中等收入阶层住房问题基本解决了，今后经适房可
以退出舞台中心了——不愿意买你的高价经济适用
房，就是住房问题都解决了？这是哪门子理呀。

经济适用房房价快赶上了商品房价，怎么看都不
正常。国家给的那么多优惠政策到哪去了？或者是商
品房的开发商都在赔钱赚吆喝？内幕被一点点揭开
了：原来被弃购千套的安苑二区的开发商，是房管局下
属企业，有申购者算了算，这个楼盘的利润竟然达到了
17.5%，远远高于国家规定的３%。面对质疑，房管局
也承认房价确实偏高，但这是因为建材等成本涨了，定
价还是合理的。房管局倒没否认与开发商的“父子关
系”，只是辩解了一句：该项目是公开招标的，“如有证
据显示有人故意增大成本，我们将严厉追责”。

父亲查儿子，怎么查？就算有人帮你查出来了，
巴掌打得下手吗？古人有一句话叫“举贤不避亲”，
那是圣人所为，搁现实生活中，恐怕还是护犊心切更
贴近常情。所以这公开招标，儿子一出场，老子心里
就喜欢了几分，癞痢头儿子自己的好，百般关爱下，
你不中标谁中标啊。

况且，老子儿子，本来就是利益共同体，你吃肉，
我也不会喝汤。面对着掌管着权力，处处关照自己的
老子，儿子是不敢不孝顺的。不知道多少人，都想认
个有权的老子呢。现实中，这样的老子儿子关系真不
少，总是相处得其乐融融，一大家子都奔小康去了。

真要举贤不避亲，首先你得是圣人，圣人毫无私
义，只有公心，所以不避亲，我们也认了。其次你的亲
要够“贤”。这贤不贤，不是你说了算，得让大家都看
得到，不然你总脱不了为其谋利的嫌疑。石家庄房管
局也许自认为是圣人，也许你儿子开发的楼盘，真的
成本挺高，和商品房一样高，但看看老百姓的口水，早
喷了你一身了。要不你把经济适用房的成本，一项项
清清楚楚地列给大家看看？不然，有这层关系在，你
再说什么都不响，没听见石家庄的市民怎么说了：有
关部门是在“打经适房的招牌，卖商品房的价。”你的
形象和信誉，早被老百姓扔垃圾堆里去了。

这样的举贤不避亲，就是块遮羞布，是拿政府部
门的公信力开玩笑。司法系统里有项“回避”制度，
意思是查案或办案人员碰到和自己有一定关系的当
事人，应该主动回避。这倒不是说一遇到亲朋好友，
法律就一定不公正了，而是这样的制度，杜绝了出现
不公正的可能，维护了法律在公众中的形象。这制
度，真可以扩大化一下。 方小晶

“校长抄袭”疑似“正龙拍虎”64 岁的武汉理工
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
2009 年院士候选人周
祖德被曝抄袭他人论文。被剽窃文
章的作者质疑——智利科学家罗伯
特·卡迪纳斯看了周祖德的论文后
说：“这篇是我们的论文的删节版。”
（《中国青年报》8月4日）

或许是巧合，最近“大学校长抄
袭”事件接二连三地爆出，譬如前不久
的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发表文章被
指抄袭。但恐怕不能说“巧合”的是，
这两起“校长抄袭”事件极其类似：都
是学生抄袭，然后两位校长大人“被署
名”，尔后对抄袭毫不知情。陆杰荣好
歹还经过了舆论的拷问，但周祖德校
长却硬是将抄袭记录“删之”，长期置
身事外，直到此次被媒体曝光。

据说知名学者“第一署名”，帮助
学生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或
者科研成果，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了，据说是学界“地球人都明白的事
儿”。不过，退一步讲，就算“署名协

助发表”是学界大行其道的潜规则，
陆杰荣副校长只“问了一句”便同意
署名，周祖德校长以“本校另外两位
教授把关”替代自己审查，恐怕不是
出于乐于助人的热忱和关心学生成
长的愿望吧？如果没有名利在其中，
谁会去做这种“活雷锋”——大抵，这
也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儿”。

抄袭的“始作俑者”都受到了一定
的惩罚，尽管惩罚与舆论的要求相去
甚远，但总算是为抄袭付出了代价。
可“被署名”的校长却一如既往。抄袭
记录被删除了，剽窃者的名声得到了
暂时的保全，直到2009年7月。在此
期间，周祖德进入了中国科学家最高
学术荣誉——中科院院士2009年增
选有效候选人的行列。如此情景，让
笔者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正龙拍虎”，

“校长抄袭”跟“正龙拍虎”何其相似！
“正龙拍虎”的主角，农民周正

龙已经受到了法律的
严惩。但是，恐怕时
至今天，有一种深深

的疑问还是潜伏在公众心底：一个没
有多少文化素质和造假技术手段的
老农民，何以能折腾忽悠了中国这么
久？期间，有众多官员和学者站出来
表示“虎照属实”——可时过境迁之
后，所有的“支持者”都作鸟兽散，唯
有正龙一人伏法。周正龙会不会是
一个替罪羊？真相貌似揭开，其实真
相背后仍旧是疑云重重。

正龙造假当然是为了利益，可
上述这些大学校长们“被署名”又何
尝没有利益驱动的因素。类比起
来，围绕在“正龙拍虎”前前后后的
盘根错节，与缠绕在学术抄袭事件
上上下下的错综复杂，实在是有异
曲同工之妙。大树下的杂草被清除
了，但大树照旧参天而立傲视风雨
秋霜——这种黑色的寓言让人酸
涩：“杂草”何其可悲可恨，又何其无
辜的呀！ 陈一舟

赤峰水污染事件教训不只是暴雨
自 7 月 23 日起，内蒙古赤峰市

新城区多个居民小区爆发自来水污
染事件以来，门诊就医人数已超过
4000 人；当地正加紧处理水源井污
染、清洗消毒自来水管道；调查工作
也在进行，将处理有关责任人。

这起导致上千人身体不适、甚
至住院治疗的公共卫生事件引发了
舆论纷纷问责。现在终于有了一个
初步调查结论，是因为暴雨。面对
这样一个结论，不知那些正深受自
来水污染之苦的赤峰市民，是否此
时都在诅咒那该死的天气。

一场暴雨，竟然引发了堪称近
期国内最严重的一起公共卫生事
件。如果为了避免类似事件，人们
当然不可能祈求赤峰的天永远是晴
朗的天。所以，一方面，暴雨酿成的
灾祸，是客观事实，这一点需要承
认。但也不能否认的是，供水公司
是在事发3天后才公告承认水污染，
当地政府更没有在腹泻之初就采取
行动……凡此种种，才正是人们真正
的质疑所在，这远远要比赤峰市得出
个暴雨的结论更有技术含量。

自然灾害充其量只是一起公共
事件的诱因，而事件的过程与结果往
往受制于人。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
前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曾说过

“不能出事就以自然灾害为由推卸责
任”。形形色色的“自然灾害论”成为
一次次公共事件的惯用标签。

监管存在一定漏洞，这显现出
权力者的检讨和反省。我们顺次需
要追问——自来水污染导致千人住
院的责任谁来承担？赤峰供水系统
如此经不起“风吹雨打”，这是“暴
雨”能够完全解释得了的吗？

一次暴雨让赤峰供水系统漏了
底，对于中国城市供水系统，也是一
个亡羊补牢的机会。比如，有学者
就建议学习国外定期发布消费者报
告，如实反映水质状况。

“如果真是坐宝马车、喝污水，
那就是对现代化的极大讽刺！”环保
部部长周生贤曾经这样说过。可
是，赤峰有一部分市民却真的喝了
污水、生了病，面对这样的警示，如
果还惊不醒相关部门的重视和法规
的制定，那可真是没治了。杨鹏

漫画：重罚收红包
山西太原市卫生局日前出台办

法规定，各类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凡
收受“红包”或其他馈赠者，未及时
退还经举报查实后，将受到“红包”
金额10倍的经济处罚。公开索要
“红包”的，卫生行政部门给予吊销
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 李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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