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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检总局11月24日公布了近期对200种液体
乳产品质量的抽查结果。抽查发现蒙牛、长富纯牛
奶两种产品黄曲霉毒素M1项目不符合标准的规定。
其中，蒙牛乳业(眉山)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产品
被检出黄曲霉毒素M1超标140%。对此，25日蒙牛在
其官网承认这一检测结果并向全国消费者郑重致
歉，此外表示对该批次全部产品进行了封存和销
毁。(11月26日《新京报》)

早在1993年，黄曲霉毒素就被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癌症研究机构划定为1类致癌物，是一种毒
性极强的剧毒物质。黄曲霉毒素的危害性在于对人
及动物肝脏组织有破坏作用，严重时，可导致肝癌
甚至死亡。蒙牛这样的知名乳品企业，产品中竟被
检测出强致癌物，这让人感到多么吃惊。

蒙牛纯牛奶被查出强致癌物，其中一批次产品
M1超标140%，另一款也被检出黄曲霉毒素超标。发
生如此严重的安全隐患，在蒙牛已经不是第一次
了。此次被检测出超标的蒙牛眉山工厂落成投产于
2009年10月，上距三聚氰胺事件大规模曝光已有一
年有余。距“蒙牛特仑苏事件”曝光也有半年光
景。在已经发生两次质量事故之后，蒙牛还不接受
教训，再次出现更为严重的质量事故。如此一而再
再而三地犯错，其犯错成本也实在是太低了。

蒙牛产品被曝含有强致癌物，至少说明其质量
检测存在巨大漏洞。不论纯牛奶中的黄曲霉毒素M1
是由饲料原料引起的，还是生产环节出了问题，都
表明其产品检测存在问题。如果每一道质量关都把
得很牢，特别是最终产品把得更牢，黄曲霉毒素等

强致癌物怎会出现在纯牛奶中？
强致癌物被查出之后，蒙牛反应倒是很快，只

隔一天便刊出“情况说明”，而且先在25日凌晨1
点通过其官网发布《关于蒙牛眉山工厂产品抽检的
情况说明》，承认这一检测结果并向全国消费者郑
重致歉，并强调所有产品都还没销售出去。25日
晚，又在其官网发布《关于蒙牛眉山工厂抽检情况
的进一步说明》，指出蒙牛眉山工厂被发现黄曲霉
毒素M1超标的产品在接受抽检时尚未出库，且公司
将全部产品进行了封存和销毁，确保没有问题产品
流向市场。这样的声明不是真心想纠错，而是在为
问题产品作掩饰。

奶品被查出含有强致癌物，要害在于为何含有
强致癌物，而不在是否出库流入市场。要知道，生产

的目的就是要销往市场，没有出库流入市场不是自
己的本意，而是问题暴露了不敢铤而走险。如果不是
质检部门抽查发现，两个批次含有强致癌物的纯牛
奶不是全部流入市场，祸害善良的消费者了吗？

蒙牛屡屡“蒙人”，此次虽然很快就向全国消
费者“郑重致歉”；此后，又称强调“产品未流入
市场”、“立即对该批次全部产品进行了封存和销
毁”。但是，仅仅“向全国消费者郑重致歉”，对
问题产品全部进行封存和销毁就想再次逃过问责
吗？

作为奶业巨头，蒙牛出现“致癌奶”是不可原
谅的。如果此次还让蒙牛成为“不倒翁”，破小财
就可消大灾，只犯一次错就砸了牌子的三鹿也会喊
冤的。对此，监管部门当负起应有的责任。

北京通州有14个村子，18天时间拆完了9021
个院落，这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源自“先建后
拆”的北神树村模式。建好新楼以后，再进行动
迁，居民搬走后再拆除建筑物；拆迁户在搬离旧
居后，马上可以入住新居，变“人等房”为“房等
人”，这种模式相比于“先拆后建”人性化了许多，
自然得到拆迁户的欢迎。城中村改造是一项复杂
的工程，牵涉到各方面的利益，“先建后拆”则是
一个好范本，值得推广。

铁路政企分开切中要害

铁道部部长盛光祖表示，明年将试水政企分
开。要打破铁路系统长期行政性垄断，主管部门
首先须与各铁路局、铁路公司脱钩，并将行政管
理和资本管理分开，成为纯粹的监管部门，同时
让后者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使企业决策和资
源配置的法人。只有这样，地方铁路局、铁路公司
作为铁路企业才有动力引入社会资本，改造为多
元主体共同出资的股份公司，并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而有了独立的资本管理，铁道部也可以专司
市场准入、技术、安全性标准等监管。政企分开虽
然还仅仅是“试水”，但切中要害，值得期待。

清理银行乱收费需理顺监管

国家发改委决定明年对银行乱收费问题开
展专项检查。无论是政府职能部门、事业单位，还
是银行、企业的收费，其行政管理部门都应当是
价格职能部门，而不是行业主管部门。如果行业
主管部门具有决定下属企业、单位的收费权，那
么乱收费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控制。所以，要解决
银行的乱收费问题，除了专项检查、专项治理之
外，更重要的是要规范银行收费的审批和管理权
限，理顺银行收费的监管关系。只有把监管关系
理顺了，银行的不规范收费行为才能得到纠正和
规范。

破解网络时代的“密码危机”

继国内最大的程序员社区网站遭遇黑客攻
击泄露600万用户的登录名及密码后，又有多家
网站的用户密码失窃。任何信息安全技术都不可
能永保无虞，与技术升级相比更关键的，是在法
律上形成对网络犯罪的强力震慑。只有将普及安
全知识、树立安全观念、强化安全责任、提升安全
技术、完善安全立法等措施结合起来，才能扎紧
网络空间的篱笆，破解网络时代的“密码危机”，
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电子商务、网络支付、网络
实名制等奠定安全基础，让每个手握“网络存折”
的人睡得安生。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日前公布的《2011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称2010年有14个省份的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征缴收入收不抵支，缺口高达679亿元。此外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收益率大大低于通货膨胀率，中国养老金
制度正面临严峻挑战。（12月26日《广州日报》）

养老金入不敷出，收不抵支，不是新问题。早在2009年，全国养
老金“空账”规模就已经高达1 .3万亿。

养老金入不敷出，主要原因不是收益率过低，当然2%的收益率
的确比较低，如一些学者所言，真正原因有三点：一是我国养老保险
制度起步较晚导致养老金欠账，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需要养老
的老人剧增，来源和积累的仓促导致“仓储”枯竭，没有多少可供支
用的备存资源。二是社保体系为企业原罪和各种层出不穷的转型
期成本埋单，一方面养老金缴纳过程中的拖欠、拒缴现象比较严重，
成为直接导致养老金作为基金账户来源不足的主要因素；另一方
面在社保体系改革前，广大国有企业未能足额为国企员工缴纳养
老金。三是个别地方人为挪用养老金。一言以蔽之，养老金入不敷
出，严重亏空，主要原因在于财政欠账。

然而，弥补养老金亏空，扭转养老金入不敷出的趋势，笔者
认为不能乱开药方，绝对不能打养老金入市炒股的主意。养老金
是老百姓的养命钱，安全性是第一位，高收益率是第二位，保障
安全远比提高收益率更重要。用养老金炒股，恐怕不但不能提高
收益，赚钱，相反可能更加亏损。笔者认为，弥补养老金亏空，
需要多管齐下，对症下药。

首先，国家财政和国企要偿还养老金欠账。一是政府要加大
对养老金的补贴力度，这也是全世界的通行做法；二要进一步上

调国企上缴红利比例，并将国企上缴的红利拿出一部分弥补养老
金，补偿过去国企缴纳养老金的欠账；三要通过政策让骨感的养
老金的收入盘子丰满起来，国家要降低企业和公民的税负，提高
养老金的单位与个人缴存比例，将单位缴存养老金部分一并存入
个人账户，以提高企业和公民缴纳养老金的积极性；四要推进弹
性退休制度，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减轻养老金领取压
力；五是可以考虑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制度开刀，
废除退休金制度，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推向社保，
增强养老金的基础盘。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2012年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
政策。12月25日，中国财政部部长
谢旭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阐
释了明年完善结构性减税的路线
图，确定了降进口关税促产业结构
调整，为小微型企业减负，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等目标。（12月26日《上
海证券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
飞速发展有目共睹。然而与国家
快速发展相对应，居民收入特别
是劳动性收入的增长却明显缓
慢。加上CPI高企、房价高涨等因
素，公众生活压力不小，发展的
不均衡与不协调，让公众幸福
感、尊严感打了折扣。

基于此，近两年，国家在物价
调控、经济稳定，提高贫困标准线、
保证基层民众生活等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如今，再次推出结构性减
税政策，无疑让人们看到了国家还
富于民，增强民众幸福感与尊严感
的信心与决心。

薄税赋是体恤民生之举，也是
国家繁荣昌盛的象征。税收与老百
姓息息相关，所得税等直接向老百
姓征收的税种自不必说，消费税、
营业税、增值税、关税等税种，以转

嫁等方式，表现在价格上之后，事
实上最终还是由老百姓承担了。那
么很显然，减税本身就是还富于
民。

虽然减税会让国家财政收入
有所减少，但减税减轻民众负担的
同时，对于国家和国民经济的长远
发展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一方面，
减税减负，公众负担减轻之后，自
然会增加消费开支；而消费的增
加，无疑又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
长；国民经济有了根本性的增长，
税收收入也会有新的增长。另一方
面，减税让企业受惠，有利于企业
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企业发
展带动就业，就业则从根本上解决
老百姓的生计与收入问题。所以，
减税是还富于民的根本之策。

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迈
出了还富于民的新步伐，但我们还
需要清楚地认识到，保民生、促发
展，还富于民、藏富于民，增强民众
幸福感、尊严感，走上富国强民、民
族复兴之路，尚依赖于收入分配体
制的进一步改革；依赖于各种社会
保险、保障制度，特别是教育、医
疗、养老保险与保障制度的进一步
建立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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