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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始终感恩人民，铭记“为了
谁、依靠谁、我是谁”。是人民群
众养育了我们，成就了我们党的
伟大事业；是人民群众给了我们
干事创业的舞台，施展才华的天
地。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付
出，我们就没有了依托和支撑，就
会一无所有、一事无成。党员干
部应带着感恩的心干事创业。有
一句谚语说：“眼里是什么那就是
什么。”如果我们眼里一直是人民
的利益，始终怀感恩之心，主动联
系群众，自觉尊重群众，真情关爱
群众，诚心依靠群众，从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
倾情服务群众，就一定会赢得人
民群众的大力拥护，就一定能够
把一切事情做好。

要始终敬畏权力，“惟谨慎”
方能“成大事”。领导权力是神圣
的，同时又具有两重性，弄得不好
还会出现异化。领导干部对手中
的权力应该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敬
畏心，要始终清醒警觉，严于自
律。有人讲：“资本就像一只苍
蝇，只要有肉，不管你打算拍死它
或药死它，它都会毫不犹豫地飞
来。错不在苍蝇，也不在肉，而是
看肉的人。”权力的特殊性，要求
我们谨言慎行。毛泽东曾赞赏诸
葛亮一生谨慎，把“惟谨慎”与“成
大事”联系在一起，值得我们深
思。邓小平也说过：“共产党员谨
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
好。一怕党，二怕人民，三怕民主
党派，总是好一些。”

要始终淡泊名利，除贪欲才

能“驶得万年船”。《周书》有言：
“嗟乎！人生若浮云朝露。”“智者
岂为名利累。”官大官小，没完没
了；钱多钱少，都有烦恼；归根结
底，心态要好，境界要高。一个干
净的心灵、一个清白的名声、一个
廉洁的口碑才是我们最应该追求
的。为官者、掌权者，一定要重修
炼，戒贪欲。人的欲望是一座火
山，控制得好，可以获得动力和财
富；控制不好，既损人又害己。金
钱名利不能带进坟墓，却能把人
带进坟墓。我们应当警惕。领导
干部多追求影响力，影响力取决
于人的品格。一个人，当财富失
去时，什么都没有失去；当健康失
去时，有些东西就失去了；当人品
失去时，一切就都失去了。领导
干部应珍惜值得珍惜的，放弃必
须放弃的，不要舍本求末，在任何
情况下都要能够不失向、不失重、
不失态、不失身、不失魂，永远不
能丢了官德、官品。 朱丽娜

深圳“好人法”
撑腰“跌倒的道德”
从这个意义上看，日前深圳市法制办发布的《深圳经济

特区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很有现实针对
性。这部短短1100多字的“微条例”，不仅填补了国内公民
救助行为立法的空白，而且言简意赅地试图从法律层面破解

“扶老”难题。
一言以蔽之，这一条例的最大特色就是“扬善惩恶”。从

“扬善”的方面看，条例的亮点在于规定助人行为原则上将被
免责，并由被救助人承担举证责任，这将极大地化解好人被
诬的法律风险，而且，条例还有救人受伤享工伤待遇、被起诉
可申请法援、市政府派人慰问救助人、鼓励证人挺身而出等
多项为好人撑腰的制度设计，将极大地解决行善的后顾之
忧，是一部具有特区特色的“好人法”。

从“惩恶”的方面看，条例让被救者承担举证责任，歪曲
事实真相的被救助人须赔礼道歉，视其情节可予以罚款或行
政拘留，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些规定
无疑提高了诬陷好人的现实成本和违法代价，在道义上也形
成了一种强势的震慑力量。

近年来，“扶老被诬伤老，好人败诉赔钱”的反常现象一再
发生，从绝对数量看，这些个案虽然不多，但行善反成错、诬告
反得利的结果，极大地冲击着道德底线，加上一些媒体的渲染
炒作，对人们的道德感和道德行为造成了错乱，导致了社会道
德领域的“破窗效应”，屡屡发生的冷漠人群围观甚至起哄、情
势危殆的老幼无人帮的现象，就是这一效应的严重后果。

治理和扭转“破窗效应”，必须正本清源，发起“护窗”行
动，守护道德大厦的一砖一瓦，唤起人们的道德良知，让道德
行为免受不良因素的羁绊、免于现实风险的侵袭。扬善惩恶
的深圳“好人法”出现，则表明法治力量在这方面需要有所作
为，而且大有可为。当然，该条例还需要在吸收民意中进一
步完善，堵住少数人利用免责条款作恶等可能性，而且，该条
例属于地方性条例，还有待于国家立法层面的支持。

从根本上说，“扶老”问题还是社会道德问题，“好人
法”提供了“免责金牌”，但能否带来责任行动，一方面视
乎法律能否得到严格执行、体现公正，另一方面则决定于
社会文化和社会观念。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一些
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
扭曲，这样的客观认识很有现实意义。只有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涵养道德文化，倡导道德风
尚，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才会成为普遍常态。因此，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也是立德之本，更是根治

“扶老”难题的长效良方。 李力言

存款准备金率下调
不代表全面转向

目前，中国经济持续回调。有主动主观调控原因，也有
不可控因素。可以说，经济适度回调是我国宏观调控要求
的，也是我们有所准备和乐意看到的。但也应清醒地认识
到，也有不可控因素而且这种不可控因素还在持续和增大。

针对上述局面，中央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宏观政策预调
微调的决定。但需要警惕的是，要求全面放松货币政策的
声音愈来愈大。包括要求降低利率、大举增加信贷投放等
等。笔者认为，明年不能贸然全面放松货币政策，稳健趋紧
的货币政策仍要坚持。

不可否认，目前两大因素使得货币政策工具失去过紧
过严的土壤。一是通胀持续回落。10月份CPI回落到6%以
下至5.5%。二是逼迫人民币被动投放的外汇占款10月份首
次出现负增长。这些都值得关注。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通胀警报并未彻底解除。输
入型通胀有加剧趋势，国内蔬菜等农副产品虽然出现了卖
难局面，但随着冬季来临，以及元旦和春节临近，物价再次
冲高的可能性非常大。同时，外汇占款一个月负增长还不
能说明多大问题，是否成为趋势尚需观察。再者，人民币虽
然出现了贬值，但是，长期升值格局是否变化还有不确定因
素。因此，可以说货币政策工具还没有到全面转向时机，稳
健趋紧的货币政策不能轻言放松。 余丰慧

公权比师德
更需要“规范”

“照片”、“牛仔裤”等“职业道德规范”，确实有些
“苛刻”。换句话说，就是管得太宽。连“全身上下不
超过三种颜色”、“修饰眉毛不必剃光了再涂得黑黑
的”、不能“袜子和裤子之间露出一节长毛的小腿”都

“建议”到了，当真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但如此“无
微不至”，老师们并不领情，反而感到担心，这是为何？

严格职业要求，引导师德规范，确实是迫切之
举。但是，职业道德应该如何“规范”，是不是仍需延
续以往这种“无微不至”、全面介入式的“详细指导”，
以及“家长式”的“指手画脚”？恐怕未必。如今的社
会，已然由单位社会向社区社会转型，以往那种组织
单位无缝介入个人生活的情况正在远去，公域和私
域、公权和私权之间越来越泾渭分明，公权不能再随
意介入私域，不能动不动就“入侵”个人的私生活。我
们正在进入一个公权日渐规范、私权日益张扬的时
代，因此公权的心不能操得太宽，手不能伸得太长，否
则公民权利何以彰显？公权如何驯服？

桌子上摆谁的照片，穿什么样的牛仔裤，怎么修
眉等等，明显属于个人私生活细节，属于私权范畴，只
要没有妨碍他人权利，公权就不宜横加干涉。从这个
角度来看，广州市教育局的这个“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显然没能“与时俱进”，仍然停留在过去那种公权肆意

“入侵”私域的惯性做法中无法自拔，没有学会在私权
面前“适可而止”，以为公权之公，可以无限延伸覆盖，
乃至直接插手教师的个人私事，却不知已然“僭越”伤
害到了私人权利。

公权管得太宽，是行为惯性，也是思维定势；是行
为失范，也是“道德”失序。出台一个读本，阐述和规
范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未尝不可，但是公权的

“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显然更需要“规范”一番，这
甚至比规范师德还要迫切。 薛世君

一位在收容感染艾滋病吸毒人员的特殊监管场
所任职的朋友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他们单位一位帅
小伙，谈恋爱的时候一直不敢告诉女友自己的具体工
作是什么，就“忽悠”说自己是一位特殊园丁，怕姑娘

“厌屋及乌”。后来还是露了馅，未来的岳父岳母因为
对艾滋病心存恐惧，愣是不同意。结果还是单位领导
出面，耐心解释，历数了小伙的“优秀”，才最终促成了
婚事。朋友说，现在单位的“光棍”还不少，他们基本上
都有过类似“一波三折”的遭遇和苦恼。朋友还说，场
所内学员宿舍的生活设备坏了需维修，一听是“那种地
方”，维修师傅都不愿来。朋友感叹道：“我在防艾一线
工作了好多年，事实上，与艾滋病人或病毒携带者打交
道，没有像大家想得那样可怕！”

笔者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公众对从事艾滋病
相关工作的正常人尚且如此戒备，更何况是对艾滋
病人了！这一“弱势”的病患群体所受到的冷遇、歧
视及生存之艰辛，便可想而知了！

记得一位社会学家说过，对艾滋病的歧视源于无
知和恐惧。据一项调查显示，在“蚊虫叮咬不会传播艾
滋病”这样的常识性问题上，某地有四成大学生竟然不
知道。大学生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普通市民了。

目前，我国有几十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仍
被社会排斥，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偏见，艾滋病就是肮
脏、糜烂生活的代名词，市民往往给艾滋病贴上道德标
签，也为自己的歧视心理找到了一个貌似正义的借口，
在心里为艾滋病人筑起了一堵“隔离之墙”。

只有拆除了“心墙”，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艾滋病
人的生存境遇。而这道“心墙”，又该如何拆除？

笔者认为，拆除歧视的“心墙”，需要在公众普
及艾滋病防治的科学知识、消除人们的误解和无
知，更需要呼唤社会的良知和公众的关爱，“关爱”
是可以化解病痛和仇恨的“济世之药”。“助人也是
爱己”，只要我们都能用爱去关怀身边的每一个
人，关爱弱势群体，我们相信“世界将变成美好的
人间”！ 茶阳平

0元拍房：不妨像待“潘币”一样淡然

一向在房地产市场存在意见“分歧”
的潘石屹和任志强,终于组成了联盟。记
者近日获悉,地产界“名嘴”潘石屹和华远
地产董事长任志强,联合其他18家房地产
开发商共同发起了国内首个房地产电子
商务联盟,准备将“定价权”交给购房者。
(12月30日《中国青年报》)

在各地楼市交易量普遍陷低谷的大背
景下,这则消息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兴趣,相对
于动辄上百万几百万的房价而言,“0元起拍”
的诱惑力可想而知。虽然只是刚刚上线发

布,早已有无数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电商联盟此次活动名为“百房齐拍,房

价你做主”,也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首期只
有100套房源实行0元起拍,换言之,购房者
有权通过竞价实现定价的房源仅限于此。
相对于庞大的房地产市场而言,这种小打小
闹的竞价游戏,无疑距离“彻底将定价权还
给购房者”相去甚远。

退一步说,即使在数量有限的“0元起
拍”房源内,是否真的能实现购房者定价,也
是一个谜团。实际上,类似新店开张让利酬

宾的活动,每个人都并不陌生——无论是商
场派发售价极低的小家电,还是网络商家推
出0元起拍,照例都会引起一时轰动。然而
最终结果到底怎样呢?自说自话的游戏规则
设置,使人根本无从了解哪些消费者因此获
益；至于网络上的0元起拍,更是很容易被人
动手脚,预设成交价通过竞拍软件实时操作,
根本不是什么技术难题——当你热血沸腾
参与竞拍的时候,恐怕很难想象,与你一次次
近身肉搏的只是一款小小的软件。当电商
联盟宣传卖出“白菜价”也不能反悔的时候,
事关切身利益,地产商真的会宁愿血本无归,
也不会动用那款小小的软件?

对于商家来说,吸引足够庞大的客流是
盈利的基本前提,任何精明的商人都明白这
样的道理,这也是他们挖空心思制造轰动效
应的关键所在。

“0元起拍”确实能够刺激消费,问题的
关键在于,活动本身是否货真价实?可以想
见,伴随着活动的持续开展,幸运者名单将
不断发布,这些如中天价大奖般幸运的人
们,除了留给公众一个神秘的背影,是否还
能留下更多详尽的信息?

无论购房者是否取得定价权,“0元起拍”
都是一次成功的商业运作,其成功之处在于强
力推广了一个新上线的电子商务平台,而消费
者是否能因此获益,原本就不是其关注的重
点。无边房价萧萧下,不尽噱头滚滚来。这样
的判断虽然有些刻薄,但未必没有现实依据
——在房价远未令地产商深感切肤之痛的时
候,期待他们壮士断腕无疑和等待“壹潘”一样
遥遥无期。“0元起拍”作为一种在线娱乐方式
不妨参与,寄予其太大的理想未免荒诞,不妨仍
旧像看待“潘币”一样淡然对之。 赵志疆

药价虚高的“水”到底有多深？
药品从出厂到卖到患者手中，

中间价格动辄翻20倍，最大达65倍
的现实，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随着媒体的不断曝光，我们渐渐
发现了药品价格虚高的组成成分：

一是药厂生产药品，除成本之
外，取得一定的合理利润。

二是药厂到医院之间，招投标
过程中的加价。这一环节成为推高
药价的公认祸首。以北京市一支利
润达2000%的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
液为例，医药公司从中获利566.67%
左右，招投标过程中那些去向不为
人知的利润达1066.67%。

三是医院加价15%。
很显然，曾经被发改委严查的

药厂，并不是药价虚高的真正推手；
而把责任全推给医院，显然也是“不
对的”。问题的关键出在医药公司
和招投标过程中达1633.34%的中间
成本。其中一部分是医药公司“天
价”的、不尽合理的利润，而另一部
分，则是回扣等灰色成本。

显然，降低药品价格，关键在于
针对药品从药厂到医院之间的“恶
性”甚至“毒性”“肿瘤”“开刀”。

对此，深圳有关部门提出的方
案很有针对性，比如“沿用深圳药品
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对入围厂家、
经营企业进行二次招标”；“对入围
药品进行二次遴选”等。但遗憾的
是，这些方案均被否决了。

下边有改革的积极性，有压低
药价的动力，何以就得不到上边的
肯定呢？阻力出在了哪里？是有人
不同意，哪些人不同意？还是积弊
严重的药品管理制度、招投标制度
根基牢固，不可撼动？

没有否决原因，没有解释的现
实，让业内人士感叹：“药品招标采
购水很深！”也让公众“相当地”疑
惑：到底是不能改革，还是不愿意改
革？降低药价到底是“为长者折枝”
还是“挟泰山以超北海”？

其实事实非常清楚：一方面是药
品招投标相关事宜“上边说了算”，然
而“说了算”者又无法代表广大患者
和公众的利益；另一方面，则是不公
开、不透明的招投标制度，让既得利
益者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
悲怆现实，成为药价下降，药品利润
趋于合理的最大“拦路虎”。

深圳的经验告诉我们：药价问
题是一个体制问题，而体制的改变
又似乎仅仅只是态度问题。有没有
决心砸掉药品中间环节一些利益方
的暴利饭碗，有没有决心拿医生回
扣、医药代表回扣等灰色利益“开
刀”，显然已经成为药价机制问题的
关键之关键。

对此，我们期待着、盼望着！刘鹏

茅台入奢
与扶贫标准提高

1月30日的《京华时报》同时报道了两则新闻，我们不妨
先速览一下核心提示——11月29日，记者从世界奢侈品协会
获悉，“大概一个月前，贵州茅台曾给协会打电话咨询进入全
球100强奢侈品榜单事宜，随后，双方还就一些资料进行了邮
件往来”。但由于该消息传播造成的负面影响，茅台暂停与世
界奢侈品协会的接触。协会负责人亦表示，茅台入奢够格。

11月29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
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
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

一入一提，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搞笑的是，茅台发展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贵

州茅台酒厂集团名誉董事长季克良曾这样明确表示：“我一
直的主张都是要让老百姓喝得起茅台酒。”这简直是连火星
人都不相信的梦呓。针对季克良的“善意愿望”，我们一如造
句者曰：你入奢或者不入奢，酒就在那儿搁着，老百姓是喝不
起的！入奢，只是一个“名分”、一个“标签”。

我想，季克良真正的、正确的表白应该是：“我一直的主
张都是要让官员们喝得起茅台酒”才对。因为，茅台就是权
贵的象征。然而，官员们喝的未必就是真茅台，“金钱诚可
贵，茅台价更高，为了权贵故，肝胃皆可抛！”

而让人最最温暖的是，温家宝在会议中称，大幅度提高
扶贫标准，把更多低收入人口纳入扶贫范围，这是社会的进
步。站位于低收入群体而言，提高扶贫标准才是真真正正的

“入奢”佳音。 党贺喜

呼唤原油“本土价格”
2011 年国际油价出现高

烧让国内消费者跟着“遭殃”，
也让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呼
声高涨。每桶中东原油销往
中国等东北亚地区的价格比
销往欧美地区要高大约1~3美
元。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
石油消费国，有必要增强在国
际原油定价方面的话语权。
谋求在国际原油定价领域的
话语权，对维护我国石油安全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中
国价格还在期待中……

焦海洋/图

仲祖文近日在《人民日报》
发表评论文章，五谈新班子要有
新作风新形象：既要一心干事，
又要一身干净。笔者看来，领导
干部既要干成事，又要一身干
净，做到这样几点很重要：

“路上见到有老人跌倒，扶还是不扶？”这个曾
经很简单的问题近年来似乎变得复杂起来。从
“彭宇案”掀起的轩然大波，到一些地方出现老人
跌倒无人帮助死亡的事情，再到前不久对“小悦
悦”事件的沉痛反思，“扶老”难题的核心内容逐渐
显现出来：如何面对好人受诬吃亏的窘境，如何挺
起利益冲击下的道德脊梁。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1年12月5日
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
率0.5个百分点。此举将向市场释放4000亿
元资金，属近三年来首度下调。

广州教育局日前发布《广州市教师职业道
德规范读本》，全面阐述教师从业应遵循的职
业道德和行为规范。但是，其中又有“办公室
不要放丈夫(妻子)孩子照片”、“不能穿带洞的
毛边牛仔裤”等要求，让老师感到有一点“苛
刻”，担心会扼杀个性。(11月30日大洋网)

随着12月1日国际艾滋病日的降临，各大媒
体对艾滋病和病患者的关注也逐渐升温，与一年
内其他364天“黎明静悄悄”的景象相比，可谓

“忽如一夜春风来，满城尽是红丝带”。然而，宣
传上的高潮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存在，广大市民对
艾滋病的误解、对艾滋病人的冷漠甚至歧视，急
需引起重视。

据记者调查，深圳有关
部门曾多次提出在广东省统
一采购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
降低药价的方案，但均未获
得省有关部门的通过。（据12
月1日《中国青年报》）

“0元起拍”只不过又是一次商业噱头,您不妨仍像看待“潘币”一样淡然对之。
不久之前,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亲自推出的“潘币”爆红网络,“壹潘”(每

平方米一千元)的房价引发公众无限遐想。现在看来,“壹潘”的房价似乎将要从
虚拟走向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