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菜车总有空驶的单
程，“绿色通道”不能仅针对
满载蔬菜的车辆。

据报道，北京市周边500
公里之内，将每年新增蔬菜
生产基地4万亩，专供北京市
场，保证3至4小时内新鲜蔬
菜到市内。北京市农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这些基地对北
京的蔬菜储备起到了保障作
用，同时客观上会平抑菜价。

时下，北京市蔬菜自给
率不足30%，蔬菜供给主要还
是依赖外埠调入。因此，有
计划、有目的地扩大周边地区
的蔬菜种植面积，不失为一个
缓解本市“菜篮子”紧张情势
的良方。不过，若想真正平抑

菜价，并不能止于多种菜。
目前北京周边一些地方

的蔬菜种植面积并不算小，
仅河北张家口市今年就种植
蔬菜 130 万亩，对于北京这
样一个庞大、稳定的蔬菜市
场而言，周边地区的蔬菜生
产面积只会不断扩大。

真正应该考虑的，应该
是如何让周边这些地区的蔬
菜顺畅地进入北京、再进入
千家万户。

比如说，外埠运菜进京
车辆能否享受更具体的优
先、优惠政策？北京市此前
规定，运菜车进京可以享受

“绿色通道”，但是，那仅仅是
针对满载蔬菜的车辆，空车

不在此列。可问题是，运菜
车总有空驶的单程，不然如
何装载蔬菜？再比如，一车
蔬菜进京，一般要经过产地
批售、城里批发等多个环节，
这样必然使得最终的蔬菜价
格很难体现到菜农身上，因
此是不是可以与重要蔬菜产
区合作，在北京开更多的外
地蔬菜直营店。

此外，应该探讨尽量放
松对流动菜贩的管制，让更
多的市民在更多的时候能够
在家门口买到蔬菜，这样，既
还市民以便利，也给一部分
低端就业人群以生路，还平
抑了菜价，这样的事情才是
真正的民生工程。

城市不能只是“种楼”，
还要种菜，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一方面，应该持续巩固
蔬菜的自给率，不能让越来越
蔓延的城市将郊区菜地蚕食
殆尽；另一方面，也应该积极探
索更高效的蔬菜产业，提高蔬
菜的自给率。在这方面，北京
市可以参照一下上海的做法，
央视报道，上海市蔬菜自给率
为55%，为全国城市之冠。

平抑菜价既要依靠千
里之外、百里之外的外埠蔬
菜救急；也要不断提高本埠
蔬菜自给率；更要切实改进
城市管理，让远道而来的蔬
菜顺畅地走完“最后的一公
里”。 文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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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下午，广州市委副书记、

市纪委书记、市综治委副主任苏志佳代
表市委、市政府，前往市公安局水上分
局东河道派出所，亲切慰问了19日晚上
跳江救人英雄牛作涛的家属，并送上见
义勇为荣誉证书和30万元慰问金。苏
志佳郑重承诺，如果牛作涛的妻女愿意
到广州工作学习，市委、市政府一定予
以解决。(10月23日《广州日报》)

退伍军人勇救落水女子壮烈牺牲
的感人一幕，表明在当今社会，“见死不
救”并非是一种常态，道德依然活在人
们的心中，见义勇为仍然拥有执著的坚
守者。广州30万元重奖救人英雄，并承
诺解决其妻女工作、学习问题，是对牛
作涛见义勇为最好的褒扬。通过“奖
善”，激励和倡导见义勇为，广州之举不
应成为个案，而应该成为引领全国的一
个风向标。

见义勇为者，有的因此受伤致残，
给其今后的人生带来困难，甚至要比健
康人付出多倍的努力；有的甚至为此献
出了宝贵生命，给亲人和家庭带来难以
承受的痛苦。见义勇为者的壮举感天
动地，值得颂扬，但他们做出的巨大牺
牲，更需要给予法律救济和制度抚慰。
因此，广州拟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见
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措施》，建立奖
善机制，以此激励见义勇为，也是一项
善举。

一个社会要形成稳定的道德秩序，
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不仅要有强有力
的社会舆论监督，而且要求每个社会成

员的自律。然而，当被救助者丧失了诚信和良知，还
理直气壮地去伤害行善者时，受伤的行善者却显得
孤立无助，处在被动挨打的位置，为自证清白伤神费
力，社会的隔膜和冷漠就会在这里埋下种子。

退伍军人牛作涛勇救落水女子，闪耀着人性的
光辉，但这种善举不能成为“个唱”，而应引起人们的
共鸣。若想舍己救人成为全社会的“大合唱”，需要
奖善机制去激活。也就是说，对于见义勇为者，既要
给予法律救济，更要给予制度关怀。

首先，法律应彰显“惩恶扬善”的正义力量，司
法机关要根据事实真相，支持行善者拿起法律武器
替自己维权，将讹诈行善者的被救助者推上被告席，
接受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审判。维护行善者的合法权
益，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是对助人为乐、见
义勇为的一种褒扬，更是对诚信社会的一种引领。

更重要的是，当今社会，人们见义勇为时常面
临这样和那样的顾虑，迫切需要有关部门通过政策
奖励去进行正面引导和示范，倡导“人人尊重见义勇
为，人人保护见义勇为，人人敢于见义勇为”的良好
社会风尚。当然，奖励见义勇为，不在金钱和物质的
多少，关键是要让“奖善”制度化，制定具体化、规范
化的奖善措施，以此激励更多人去见义勇为。

“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这是社会对见义勇为
者最好的褒扬。因此，我们不能仅限于给见义勇为
者法律救济，不能仅限于给见义勇为者一个荣誉称
号，而要运用救助、奖善机制，去帮助他们规划未来，
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铺就阳光和关爱的坦途。让见
义勇为者真正“善有善报”，有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
生活。 西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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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家之间的非理性商业经营
纠纷似有愈演愈烈之势。有乳业巨头
蒙牛的高管涉嫌诬陷伊利产品，双方陷
入互相攻讦；有饮用水企业康师傅和农
夫山泉持续多年的“水之战”，结果让消
费者对各种水源质量都疑虑重重。前
两天，淘宝纠纷再起波澜：在淘宝方面
宣布推迟商城老客户执行新规后，部分
中小卖家集体转向支付宝提现，被指为

“扰乱金融秩序，涉嫌严重违法”。
我们可以把淘宝商城和中小卖家的

纠纷看成是电子商务“成长的烦恼”。其
所涉的诸多命题，比如平台企业和商家
的利益均衡机制、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等，
都是电子商务发展必然碰到的“瓶颈”。
商务部的介入或让人有理由相信，漏洞
会在纷争之后补阙，以维护电子商务发
展的蓬勃之势，但电子商务企业自身也
应切忌采取那些非理性、非法且恶性的
竞争手段。

在目前淘宝纷争中，当事双方显然
缺乏应有的商业理性。中小卖家接到
涨价通知，采取的是“拍砖”式维权方
式；而马云身为电子商务领袖，能熟练
运用国际规则与雅虎这样的巨头周旋，
却扑不灭自家后院“草根们”的火，让人
不能不为电子商务的未来捏一把汗。

不单是企业家，消费者的非理性维权
在我国的商业活动中也不鲜见。时常在各
地上演的“砸车事件”就是此类“暴力维权”
的代表作。只是，这种方式在快意之后，留
下一地废墟，并未给商业文明的建设添加些
许砖瓦。

商业博弈或许表现为你死我活、波
谲云诡，但究其本质，是契约精神下的
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的多赢，商
家、中介、消费者的关系更是“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契约的意义在于，它以
大家共同认可的规则，将各方利益捆绑
在一起，并由此降低了交易成本。商业

模式可以根据形势随时调整，但诚信守则、共同繁荣
始终为商业持续发展的根本。

消费者以及小微企业的“拍砖”式暴力维权，
往往是由于与强势企业相较实力悬殊，缺乏议价渠
道和维权的可操作性。因此，要让企业、商家与消
费者遵循商业理性行事，不仅要靠法律法规的完
善、主管部门的协调监管和局部的妥协，还要培育
强有力的小微企业行业组织、壮大消费者协会组
织，让各方利益可以在平等合法的基础上通过协商
达到平衡。

据说，创造新的商业文明是马云们一直以来的
理想。然而淘宝纷争让人们看到，新的科技手段并
不必然地催生新的商业文明。在“拍砖”式商业纠纷
频现时，各方都有必要重温那些最基本的商业伦理，
才能降低商业运营成本，维护商业信誉，更捍卫消费
者的基本权益，也一扫中国商业在国际 形 象 上 的
阴霾…… 任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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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赚钱并不是公众评价央企的最重
要指标，石油巨头应当去努力提高自己
在社会责任榜单上的排名。

国资委发布了《央企2010年度分户
国有资产运营情况表》，120家央企中102
家央企经营情况显示，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以净利润 1241.8 亿元成为“最赚钱
央企”，中移动、中海油、中石化的净利润
则紧随其后。

这样一份金光闪闪的成绩单，其实不
算新闻，身为全球市值最大企业的中石
油，曾多次蝉联“亚洲最赚钱公司”宝座，
其他两大石油巨头也不甘落后。2010年，
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家石油巨头共
实现净利2705.4亿元，比上年增长47%。
换算一下，在102家央企里，“三桶油”的净
利润就要占到央企总利润的32%。

但是，这样油光发亮的利润数字，石
油巨头们其实并不满足。“国内成品油升
幅滞后，炼油和天然气进口的政策性亏
损大大拖累了上半年的业绩”，这是中石
油今年半年报中的一句话；其实，类似油
价倒挂、炼油亏损这样的政策性亏损托
辞，早就成了石油巨头们的口头禅。

可是，面对石油巨头的暴利，公众却有
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因为石油巨头们的
主要利润来源，肯定不是开拓国际市场赚
老外的钱，而恰恰是压在国内消费者身上
的沉重的高油价。不仅是高油价，石油巨
头的暴利，还对应着日常消费品中必不可
少的物流成本上涨，变成物价高企的间接
推手。除此之外，在石油巨头们的巨额利
润中，公众又得到哪些实际好处呢？国资
委原掌门人李荣融说，“任何出资人、任何
股东，都需要回报，这是常识。”但是，这个

“常识”对“全民股东”而言尚未成立。
国资委报告称，石油巨头们的业绩，

归功于三家企业加强生产经营管理，积极开拓国际
市场，2010年国际油价持续走高更使其收益大幅提
高。但是，这里面公众真正认同的，恐怕还是油价暴
涨这一条。此前，每当石油巨头要求油价上涨时，往
往都会使用“油荒”来逼宫；现在，国内油价刚一下
调，国际油价却在上涨，石油巨头又耍出了这一招。
自8日下调油价以来，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等多地
的加油站随即出现限购柴油或无油可加的现象。

由于石油巨头的限售政策，目前全国44005家民
营加油站中，过万加油站面临柴油断油问题。可是，
中石化官员却表示，“民营加油站是企业，中石化也
是企业，我们是要保障市场供应的，没有保证民营加
油站的责任。”石油巨头以“保障国计民生”的名义享
有垄断的特权，却不愿承担央企应有的社会责任，纯
粹以等同于民企的利润最大化作为追求——这样的
央企利润当然不是越多越好。

石油巨头在追求利润之外，应当去努力提高自己
在社会责任榜单上的排名。要知道，能赚钱并不是公
众评价央企好坏的最重要指标，能承担社会责任才是
公众对于央企的最大期盼。 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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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香港媒体团探访广东输港
生活必需品供应及粤港澳合作项目
活动圆满结束。为期三天的活动透
露出一个喜讯：为确保供港物资的质
量和安全，广东各级检验检疫部门和
生产基地在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实行
标准化生产，供港食品连续16年没有
出现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合格率一
直保持在 99.98%以上。(10 月 23 日

《南方日报》)
在内地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

的背景下，同样产于内地，供港食品
连续 16 年没有出现严重食品安全事
件，确乎是一个喜讯。所以，就此事
件不妨同时盘点一番我们的“成功
做法”。

首先，确保食品安全不能仅仅依
赖于法律升级，更需要严格执法。在
供港食品的 16 年中，我们经历了《食
品卫生法》升级为《食品安全法》的过
程，事实证明，无论是在《食品卫生法》
的框架之内，还是在《食品安全法》的
规制之下，供港食品都没有出现问
题。由此可以再次重复一个简单的道
理：徒法不可以自行。法规制度再峻
厉，不能落到实处，也不过是唬人的

“稻草人”。
其次，法制框架之外，更需要监管

的制度创新。围绕供港食品安全，有
关部门可谓煞费苦心，譬如广东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实施了农产品从“田间
地头”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对所有
供港澳食品、农产品原料养殖基地实
施注册备案制度；2008年，广东全面启
动了供港活猪电子耳标标识管理，开
创了将射频识别技术用于食用动物安
全卫生质量控制的先例。恰恰是这些
监管的制度创新，为供港食品安全提
供了保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保证
食品安全，我们不是没有办法，而是要
不要办法。

再者，治理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相互配套的
系统工程。从供港食品安全措施上看，生产监管、
原料注册备案、安全溯源体系、运输方式、出入境

“食品风险预警网络报告体系”，一应俱全。正是在
这样一个互动而周密的体系下，即使对供港食品同
样采取抽检手段，也可以保证质量安全。也就是
说，之于食品安全，一定程度上单兵突进式的严查
严管，效果或许并不明显，互动而周密的保证体系，
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体系，可以弥补某一项制度
本身存在的不足。

再好的经验如果不能落到实处，也不过是纸
上谈兵。所以，保证食品安全，归根结底在于有关
部门的态度。能不能在对待内地食品安全上，同
样煞费苦心。从供港食品 16 年合格率保持在
99.98%以上的事实看，从敢于邀请香港媒体团实
地探访的底气看，我们有能力保证食品安全。或
许，关键在于有关部门做与不做，或者是雷声大雨
点小地做，还是周密而负责任地做。如果做不到
内地食品安全，那么供港食品越安全，对有关部门
越是一种羞辱。

燕 农

希望“好人网”盼得好人多起来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

52岁的谈方是华南师范大学
教授。教书之外,他用上了
几乎全部的精力去做一件与

“教授”无关的事情：创办“中
国好人网”，帮助生活陷入困
境的好人、让他们获得好的
回报。三年来,谈方自己出
资十几万元成立“好人基
金”，寻找为汶川地震捐款的

“义丐”、帮助见义勇为后贫
病交加的英雄、为车祸受伤
的救灾志愿者还清债务……
谈方坚信：好人受到尊重,就
有越来越多的人做好事。

“好人有好报”,这是谈
方一直坚持的信念,也是他
所要努力传递给别人的观
念。而他认为,“好人有好
报”必须做出来才有人相信。

面对目前我国频繁出现
的老人跌倒怕人讹没人扶，
儿童遭车祸生命垂危没人
救，食品安全总让人不安全
等等一系列道德缺陷问题，

现已被国人所重点关注。
被关注就是好事，说明人

人有同感，是必须解决的社会
问题。然而，社会问题又往往
牵扯到个人问题，这是存在因
果关系的。负面的东西一旦
存在于社会，而且逐渐增多，说
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钱
和经济已被国人摆在重要日
程，甚至夜里睡觉时还想着
如何去挣钱。唯有道德的问
题屡被人们所忽略，直至道
德失去底线时，人们方才从
恍惚中醒来，原来道德是不
可缺失的。道德不仅是人的
品质问题，它更牵涉到文化
的渗透，社会环境的影响。

之所以老人跌倒没人
扶，儿童遭车祸没人相救，食
品安全失去了良心，关键在
于没有全国上上下下的信用
体系，没有惩戒的法律体系
作保障。即便食品安全多部
门监管，也是“铁路警察各管

一段”，甚至各自设置壁垒，
信息不能互通。至于见义勇
为的道德机制则更是缺乏，
根本没有可以依靠的部门解
决实际的问题。

政府部门没有主动担当
社会职能的部门，才出现了
像谈方教授这样的民间人士
出手相助，期望好人有好
报。问题是建立“中国好人
网”本应是政府的担当，却无
意中落在了谈教授身上。这
让国人情何以堪？

不过，好在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部署制订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规划。指出当前
社会诚信缺失问题依然相当
突出，商业欺诈、制假售假、
虚报冒领、学术不端等现象
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十分不
满。各级人民政府要高度重
视社会诚信和信用体系建
设，通过完善制度、加强教
育，努力营造诚实、自律、守

信、互信的社会信用环境，使
诚实守信者得到保护、作假
失信者受到惩戒，为社会主
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改革
和发展提供良好的道德保障。

我们真诚希望“好人网”
能盼得好人多，在不久的将来
切实建设好社会信用体系，奖
励和惩戒都有具体的部门担
当责任，绝不让群众遇事投靠
无门。同时，国家做出的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能否建设好，真
正考验的是政府部门是否建
立了让群众信任的信用体系。

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更
应注重社会教育，人文关怀，
以及加大对道德信用体系建
设的宣传力度，把奖励激励
机制摆在重要位置，让人普
遍向好，真正让人的思想发
生好的变化，让道德实现回
归，让人们对社会道德看到
新的希望，看到道德在向所
有人招手致意。

郭喜林

县委、县政府至今在上个世纪70年代建的老
房子里办公，书记、县长都“蜗居”在只要进去3个
人就转不过身来的狭小空间里办公。原来，2007
年以来，该县财政收入大部分投入教育，先后建成
44所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学校，即使县里最偏远的
农村学校，其教学条件也和城里一样。在云南嵩明
县走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为此连呼“想不到”。

正如“再穷不能穷教育”的世俗俚语所言，
像云南嵩明县这样竭尽所能地优先发展教育，原
本就是地方政府应有的作为，但官衙“蜗居”、学
校敞明的现象缘何让人“想不到”？

如是“想不到”，与我们具体的社会经验密
不可分。古语说“官不修衙门，客不修店”，但在现
实中，我们耳闻目睹的其实多是另一面：一些地方
政府不惜斥巨资建设豪华办公大楼。这种情形愈演
愈烈之下，不仅星级办公楼层出不穷，而且不断涌现
出诸如“白宫”式、天安门式等极具象征性况味的办
公楼。这种攀比之风甚至在个别国家级贫困县也屡
禁不止。

习惯了耳闻目睹此等现象，面对云南嵩明县
的这一状况连呼“想不到”，也就不难理解。而回
归常识的举动竟被视为不可多得的壮举，也正映
射了当下的教育发展面临的尴尬。

这种尴尬缘何而来？云南嵩明县人士的一
句话让人印象深刻，他总结当地的经验是，“像发
展经济一样重视教育。”侧面解读这句话，它的另
一面其实是：发展经济才是第一位的。在某种程
度上说，不少官员都有这样的认识：政府办公大楼
被视为招商引资的“形象”，发展教育则被视为“纯
投入”甚至是“浪费钱”。这无疑是本末倒置。

而更可怕的是，这一功利性发展思路的普遍
性存在，不仅导致了各地的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
高度相似，而且使得个别竭尽所能优先发展教育
的地方政府倍感“被孤立”。报载，国家级贫困县
陕西宁陕率先在全国贫困地区实现学前到高中
15 年免费教育，政府曾经卖掉办公楼建学校。
不过，虽然舆论对宁陕好评如潮，但宁陕的官员
却感到“格外不安”，担心其他地方的政府官员会
因此不满，“会不会让他们尴尬，进而对我们宁陕
产生看法？”

但愿嵩明的官员们赢得的是掌声，而不是
冷嘲热讽。这样，我们的教育才会有希望。

念 军

鼠患

新招

文 文 绘

质 文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