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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房”
岂能变成“福利房”

保障房，为了让中低收入家庭买得起，2011年，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
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经济适用房建筑面积控
制在“60平方米以内”。面积不大，价格不高，这样
的房子，正好能基本满足普通群众的需要。

然而，一些地方考虑当地“民情”，建筑面积超
过近一倍。通过玩文字游戏，混淆国家规定的使用
面积和建筑面积的界限，把国家原本的政策“变通”
了。说句良心话，如果结合本地实际，遵循原则性
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思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实
事、办好事，还能让人理解。但少数地方却是打着

“为民”的旗号，通过扩大建筑面积，再设定一些门
槛，由于面积过大，购买资金过高，普通老百姓特别
是中低收入者仍然是买不起，怎么办？既然建好
了，也总不能闲着吧。于是，“福利房”也就堂而皇
之地诞生了,就这样，“经适房”摇身一变成了名正言
顺的“福利房”。

保障房变福利房，最大的问题是损害了普通群
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而且还严重影响了
党和政府的形象，导致中央的惠民政策在当地“走
形变样”。

防止这种情况出现，主要责任在政府相关部
门，作为也在政府相关部门。严格执行有关保障
房的各项政策规定，特别是家庭收入方面，采取多
种措施进行调查核实，严防少数人浑水摸鱼。完
善保障房信息发布制度，加大个人房产信息透明
度，制订相关措施，通过信息公开、信息比对等一
系列方法手段，严防拥有两套或多套住房的人通
过任何方式购买保障房，以牟取暴利或赚取“人
情”。加强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对符合保障房条
件的家庭，将家庭成员工作单位、个人收入状况等
信息通过网络、电视、公开栏进行公示，主动接受社
会监督和群众监督，对于不符合条件而通过不正当
途径购买保障房的当事人、经办人及相关人员予以
严厉惩处。

“保障房”事关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是广大中
低收入家庭的“福利”，而不是党政机关干部职工的

“福利”。让“保障房”名副其实，不仅保障了群众基本
住房需求，而且还保障和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
让“保障房”回归原位，既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又遵
循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这是政府相关部门责无
旁贷的职责，更是广大群众的期盼。 申国华

日前，广东省河源市群众投诉，河源的文
昌“经适房”项目规定“限购”，要买，必须是

“市直单位”干部。记者在河源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办公室的网站上看到，购房资格审核一
栏，写明“申请人须是市直单位（含中央、省驻
河源单位）职工”。（8月7日《北京晨报》）

珍惜网络“意见共同体”
日前，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主办的“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提
出网络空间的“七条底线”，不仅成为
与会者的共识，也引发了网络的转发
热议。有“大 V”表示，要“和小伙伴
们”“以责任争取更大自由”；也有网
友认为，“七条底线”应成为公共讨论
的原点。

正如人民网总裁在论坛上的发
言所述，“今天，从微博到微信，互联
网已经成为信息总汇和社交平台，成
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生活中的空气
和盐，不可或缺”。在这个全新的公
共空间里，亿万网友以无上的热情营
造着平等对话的自由天地，却也有一
些人将这种登临新大陆式的自由，理
解成放纵恣肆的随心所欲。

近几年来，我们目睹了 BBS 的
“六九爆吧”，民族情绪泛滥；见证了
“方韩大战”，网友好勇斗狠，忘记了
双方最初的分歧是什么；不同群体言
语不和，动辄“微博约架”……不知不
觉间，快意恩仇的畅所欲言，变成聚
啸山林的狂欢，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言
行规范、理性素养和道德自律，在这
里被一些人抛在脑后。

网友的个性千差万别，但网络是
我们的共同家园；网友的意见百花齐
放，但互联网应该是一个彼此尊重的
意见共同体。谁不希望自己的家园

和谐生动，谁愿意生活在诽谤谩骂满
天飞的公共舆论广场？正因如此，人
民日报法人微博上，一条“微倡议：微
博上请别骂脏话”，转发3万次，评论
近万条；一条关于“抵制日货”的“几
点建议”，因呼吁文明理性，被转发11
万次，评论近2万条。今天的互联网
上，寻找“最大公约数”，划出“共同的
底线”，不仅是人心所向，更是发展所
需。推动中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比
知识更重要的，是基本共识；比技术
创新更迫切的，是为网络文明构筑共
同底线。

“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
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
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
底线、信息真实性底线”。这“七条底
线”，表达了一种“权利责任对等”的
要求，也体现了一种回归常识、回归
责任的努力。今天的互联网，不缺

“愤青”，社会转型期种种复杂问题，
有的是“吐槽”的题材；缺的是建设性
批评和参与性人格，缺的是推己及人
的公共理性。只有守住言论底线，才
有言论空间的真正自由，才有理性平
和的公共讨论和交流，才有在百家争
鸣中缔结意见共同体的可能，才不会
用舆情撕裂民情，以舆论冲突加剧现
实冲突。这一点，对于中国人精神世
界的构建，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升

级，都具有深远意义。
法国作家雨果在其名著《笑面

人》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地
位向上升，我们的责任心就逐步加
重。升得愈高，责任愈重。”众声喧
哗、消息芜杂的互联网上，与普通网
友相比，网络名人粉丝成堆、拥趸甚
众，无疑有着更高的话语分贝。他们
的言论，往往能收获海量转发、裂变
式传播。网络名人不仅要自己守住
底线，更有责任引导普通网民塑造议
事的公共理性，充当法治倡导者、伦
理坚守者，而不是被浮躁情绪裹挟，
成为谣言的“扩音器”；更有责任成为
国民心态的压舱石，挖掘和还原民间
草根的良善，修复和提振社会诚信，
释放和转化社会的正能量。

一位网络名人说得好，“我们只
有一个互联网”，属于同一个生命共
同体、情感共同体，也应该努力缔结
意见共同体。5.91亿网民，有幸率先
搭乘上信息时代的网络快车，我们得
风气之先，实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信
息共享、意见交流和感情交融。作为
先“潮”起来的中国人，时刻秉持一种

“底线自觉”，并以此凝聚更多社会共
识，我们就能为转型期中国承担更多
的社会责任，就能让互联网更多地有
益于中国社会的文明转型。

任之言

公民不能成为“透明人”
令人震惊的是，这家公司被查获的公民个人信

息达60万份，整整装了数十箱、4辆警用皮卡汽车。
而其已经达成至少 3 万余笔交易，交易额上亿元。
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就是那些对公民实施精确捕
捉的个人信息。这是去年以来公安部三次部署全
国集中打击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动后，取得的
又一最大战果。

当下，没受到过商家各类推销信息骚扰的公民
已经不多。开了新车、买了新房、怀了宝宝，死了家
人都会有大量电话短信呼啸而至，令人不胜其烦。
究竟有多少公民沦为了“透明人”？个人信息又是
怎么泄露的？

央视的一个调查显示，74%的公民有过信息被
泄露的遭遇。据警方披露，不法分子非法获得公民
信息大致通过如下渠道：1.通过病毒软件盗取互联
网上的个人信息；2.从互联网上收集人们无意中留
下的个人信息；3.人们平时交易，会给商家留下个人
信息，商家将这些信息打包售卖；4.一些机构人员，
将信息库的数据非法卖出。“经销商”拿到这些信息
后，与骗术相结合敛财。

其中暴露的问题触目惊心：商家唯利是图，有
关公共机构为虎作伥，以及相关监管制度、能力的
滞后甚至缺失。现实生活中可能造成个人信息泄
露的环节越来越多，在个人简历、求职信、银行开
户、网络注册、住院、填写各类表格的过程中，包括
姓名、年龄、血型、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许多个人
信息都有可能泄露。

如何面对如此脆弱的个人信息保护环境？当
然，公民个人要提升自我防范意识，在日常生活和
工作中不要轻易透露个人信息，比如不要贪图小
利，接受各类商业调查，并对掌握个人信息的机构
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一旦遇到个人信息遭泄露的情
况，要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和维护好自身合法权益。

但立法的滞后却是根本性的问题。2009 年之
前，仅在《民法通则》第101条有关于个人隐私权保
护的条款，但笼统而且模糊。2009年通过的《刑法
修正案(七)》明确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入罪，个人信息买卖行为本应有所收敛，但由于其
防范和惩治的重点都是出售和提供个人信息的行
为，而相对比较忽视对购买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法
律应对，导致此类犯罪不仅没有有效遏制，反而在
一些地区出现上升趋势。

目前，世界上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保
护个人信息的法律。耐人寻味的是，早在2005年，
近8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
建议稿)及立法研究报告》就完成了，但8年后的今
天，我们仍见不到这部法律。

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共识是：个人信息是公民
基本权利，必须受到法律保护，绝不能变成一些人
牟利的工具。否则，人人自危之下，岂能有安定团
结的大好局面。 石述思

若不是看到照片，许多人难以相信，在北京的中
心区域，竟有如此牛气冲天的违法建筑。这么一大
片空中园林工程，想必耗时不菲，施工的动静更是不
小，但城管部门为何一直没能查处？今年，北京在全
市范围内严打违建，但这么一大片空中“花果山”，为
何未纳入曝光、整治的范围，受到追究？

5年时间里，城管到底做了什么？
知情人透露，城管部门多次上门调查此事、约谈

当事人，但对方始终避而不见。由于张必清拒绝配合
出示相关材料，城管无法以确定建筑物的建设人、所
有人和管理人的途径进行公示，依法履行法律程序。

现实中，类似这种违建找不到责任人的现象比
比皆是，城管执法如果都必须有违法者配合的话，那
么执法就根本不用开展了。所以，“找不到人”，绝不
是执法部门开脱责任的理由。

要说这么宏大的违建，连责任人都找不到，似乎
有违常识。在建设时，询问施工方；到物业部门调查
相关登记资料，这些都不难确定责任人。事实上，此
事曝光后，媒体一天内找到了违建的主人。退一万
步，即便真的找不到人，完全可以通过在媒体公告的
方式，履行法律程序。

城管方面还表示，队员多次找张必清，而张必清均
拒绝开门入户调查，故无法精确测算违法建设面积。

不精确测算违法建设面积，就执不了法吗？从
图片看，这个楼顶的“花果山”，可以说整体违法，无
需精确地界定合法与违法的界限。现在，城管部门
已通过空中别墅和外观轮廓规模估算出建筑面积，
这也说明，执法的技术和方法，根本不缺。

违建查处，只要执法部门工作积极主动，其实并
不难。例如楼顶别墅动工之时，城管及时制止和查
封现场，如果对方妨碍执法，警方给予治安拘留处
罚，那么，这栋别墅根本建不起来。

楼顶盖别墅，5年查处无果，暴露出执法部门的
软弱。能够大张旗鼓盖违建的，显然不是一般人，我
们无法获悉张必清的背景，但从许多信息看，对于这
起违法建设，城管难言尽职。

例如，城管部门曾找到某区政协，要求政协做
张必清的思想教育工作，但张必清毫不理会。执
法，依照法律要求按部就班就是了，何必费这么大
周折？这样的“柔性执法”，未免太过头了？如果
是胡同里一处普通违法建筑，城管执法还会这么温
柔吗？

违建之风之所以盛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选择
性执法。面对有权势和背景的人，一些执法者不仅
缩手缩脚，有时候甚至充当保护伞，根据有关方面调
查，北京别墅豪宅近八成存在违建。而对待一些无
权无势的普通人，执法部门往往不留情面。如此一
来，民众何以能服膺法律？所以，打击违建，就要从
那些违建大户开始。这个霸道的楼顶“花果山”能否
拆除，考验着整治违建的决心。 韩 涵

文化产品也该有儿童标准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脏话连篇的动

画片能在各大电视台播出，反映的是我们对文化产
品审查、分级管理制度的漏洞和不足。历史的车轮
驶过，岁月流转间，在国家正确的政策引导下，我们
的文化产业日渐繁荣。无论是文化产品的产量还是
质量，均获得了历史性地提升，以至于一时间文化产
品层出，让人应接不暇，这是我们应该为之高兴，甚
至欢呼雀跃的事情。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社会是
多维的，透过繁荣的文化现象，我们不妨有些冷静的
思考，冷观喧闹背后的问题，反思一下为何这些容易
引发不良后果的内容和镜头在审查阶段为何没有被
发现？

从孩子跟着《熊出没》的主人公学说脏话，到儿
童模仿《喜羊羊与灰太狼》中的片段将同伴绑起来烧
烤酿成悲剧……由于儿童照猫画虎，模仿动画片中
情节引发的社会问题日渐突出，该如何看待动画片
内容引发的问题也引起社会的热议。毕竟，动画片
的受众是是非观念尚不清晰的儿童，此阶段的孩子
正处在建立是非观念和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孩子的
模仿能力极强，其行为很容易受影视作品的影响，而
动画片作为孩子们最喜欢和容易接受的文化产品形
式，对孩子的成长和道德价值观念的建立起着不容
小觑的作用。

孩子的心灵犹如一张白纸，这张白纸终将呈现
的图画，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成人社会的“杰作”。看
似不起眼的一句脏话，犹如一颗石子丢进了平静的
湖面，泛起层层涟漪；仿佛不经意间的一个暴力镜
头，就会像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那只蝴蝶，偶尔扇动
几下翅膀，就可以在数日后引起相距遥远地方的一
场龙卷风。这就相当于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
一颗定时炸弹。每个孩子都是坠落人间的天使，如
何让我们的天使不被世间的污浊侵袭，是每个成年
人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如何对待动画片中的不良
内容，认真审查，防微杜渐，是我们无法回避更不应
该回避的命题，这是我们的职责与使命，必须用心对
待，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和大意。

在食物上，我们有儿童食品，在服饰上，我们也有
儿童标准，其目的都是保证儿童食用的安全性。那么，
面对动画片这一精神食粮时，我们也该有儿童标准，也
该有儿童文化产品安全的概念和意识。面对孩子纯真
的双眸，这根弦不能松，因为它决定了我们是否可以放
心地把一道道文化大餐放在孩子的面前。 宋华

“去死”、“去你的”频频出现在广州梁女士6
岁儿子口中。问他哪学的，他竟说跟《熊出没》
主人公学的。梁女士看了一集，仅十多分钟就
有21句脏话。频繁出现的砍伐、滥用枪支等画
面也让不少家长担忧，纷纷建议别让孩子看
了。（8月9日《羊城晚报》）

水龙头铅超标不是不能防
日前，上海电视台对13个水龙

头样品进行32小时的抽检发现，9
个品牌水龙头的铅析出量超过国
家标准，甚至有些知名品牌铅析出
量达到173微克/升，超标高达34
倍。而这些超标的水龙头中，不乏
乐家、九牧、摩恩、申鹭达、恒洁卫
浴、高仪和美标等知名大牌。

水龙头铅超标是一个什么问题？
专家用了一个比喻是“毒性堪比三聚
氰胺”。长期饮用铅含量超标的水，会
损害神经、造血和生殖系统，尤其对儿
童来说。可能影响生长和智力发育。

水龙头为什么会铅超标？据说与技
术有关：不含铅的铜，在重铸时很难成
形，而且最后一道电镀流程也很难完成。

不过，这种说法被事实推翻了。
因为有新闻说，在此次水龙头铅超标
事件中，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成
为唯一一家卷入的上市公司，该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主任曹国祥向媒体提出“铅
含量超标水龙头不会销往国外，仅在国
内销售”这一说法，迅速成为众矢之

的。但这一说法也正泄露了天机：原来
水龙头铅不超标是可以做到的，只不过
合格的产品只拿来出口，而我们中国人
享受的是“特供铅超标水龙头”呢。

其实，国内市场水龙头铅超标，只
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主观原因，商人

唯利是图。因为铅的价格要比铜便宜
得多。铅的价格是每吨1万多，而铜的
价格是每吨4万多呢。二是监管漏洞，
标准缺失。据说新的强制性国标《陶
瓷片密封水嘴》已完成修订，有望近期
出台。如果强制性国标还是迟迟不出
台，或者出台后难以落实，怎么办？对
此，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卫浴
专委会秘书长谢鑫说：“无论是欧美还
是我国，水龙头低铅化是一种必然趋
势，同时也都需要一个过程，希望人们
能理性看待水龙头含铅问题。”什么是

“理性”？那就是安心享有给国民“特
供”的铅超标水龙头吧。是的，除此之
外，老百姓能怎么办？ 殷国安

8月7日晚，北京一场声势浩大的抓捕引起
媒体密集关注——数十辆警车、300多警员去到
北京市丰台区某大厦，带走400多人。10日，北
京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示出涉案公司名为
“华夏国博”，涉嫌推销收藏品实施大规模、有组
织诈骗。

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45号的人济山庄小
区B栋26层楼顶平台上，居然建起了两层小
楼，有假山有花草，俨然一个“花果山”，“花果
山”主人是张必清，曾经是北京某区政协委
员。对于这处违法建设，城管部门从2008年
12月即展开调查处理，但近5年时间里，这栋
楼顶别墅，依然矗立。

政府回复别考虑太长远，让人忧心

诚然，根据相关土地管理法规，70
年只是居住用地的最高年限，“没有规
定非70年不可”。但在私有产权观念
日渐深入人心、房价高涨令许多家庭
为了一套房负债终身的情况下，阆中
市国土资源局官方网站作出的“不要
考虑太长远”的回复，显然有欠妥
当。须知，对于民众来讲，房屋不仅

具有居住功能，还兼具投资价值，同
时更被视为最重要的家族遗产。既
然《物权法》都明确规定：住宅建设用
地使用权限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
作为地方政府，凭什么叫百姓“不要
考虑太长远”？

政府官网过去被誉为“民意直通
车”，其建立旨在方便民众反映诉求、
建言献策、举报监督，然而这些年，一
些官网却屡屡出现“神回复”，什么“已
阅”、“没空跟你闲扯”、“自己去百度”
等等，不仅令公众无比愤怒，对于政府
形象未尝不是一种损伤？

如果说，诸如“没空跟你闲扯”、
“自己去百度”等回复反映出一些政府
部门的颟顸作风，那么“不要考虑太长
远”所透露的“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
的权力逻辑无疑更令人心惊。要命的
是，这种无视群众利益、“做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的短视逻辑在当今的官场
上甚为流行。不少官员正是基于“不
要考虑太长远”的想法，才会在任上大
肆建造各种形象工程、不惜引进重污
染企业，以求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获得

“政绩”从而实现升迁，至于身后留下
的巨额政府负债及被严重污染的环境
如何处理，则不闻不问由他去吧。

“不要考虑太长远”的“神回复”，
公众需要的不只是一声道歉。为什么
作为政府官网，对于群众的咨询、民间
的疾苦会有如此冷漠的回复？设身处
地、换位思考这一基本素养怎么在某
些公职人员身上消失了？难道他们与
百姓之间，已然存在无法置换、不可逾
越的鸿沟？如果不能从根本上铲除

“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这一权力逻
辑生成发育的体制土壤，上述疑惑或
将永远无解。 王 烽

近日，有网友在阆中市国土资
源局官方网站留言：阆中商品房产
权才40年，是否意味着现在当一次
房奴，40年后还要当一次房奴？得
到的回复竟是：40年后，我们是不
是还在这个世界上，不要考虑太长
远了。日前，阆中市国土局对此回
应称，回复“言语不当”，并向网友
公开致歉。

通过几天
培训，能打开孩
子的“天眼”吗？
据报道，最近，宁
波陆续有家长说
接到关于脑培训
的课程推销，能
帮孩子开天眼。

“间脑开发，帮孩
子开天眼，拥有
第三只眼睛”，

“全脑开发，让孩
子 过 目 不 忘
……”3至5天的
培训，不同机构
报价1.5万元至
3万元不等。

(《现代金报》)
春鸣 图

“开天眼”培训班

点评：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很多
家长特别迷信一些所谓的培优班、特长班、兴
趣班，巴不得把孩子培养成一个能歌善舞、能
写会画、能说会道、能文能武的“全能天才”。
一些培训机构正是利用了家长们这种心理，赚
了个盆满钵满。看到有利可图，一些打着培训

幌子的“骗钱班”也混进来了，“开天眼”培训班
就是典型一例。正常人都知道，所谓“天眼”只
是神话传说，通过培训能打开孩子的“天眼”根
本就是无稽之谈。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居然有
家长相信这种不堪一拆的“天价”骗局！可见
他们的盲目到了何种地步。 郝 文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