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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省是我国最大的玉米、优质粳稻和大
豆产区，在2009-2020年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
产能力规划中承担增产任务近30%，2011年东北3
省粮食预计增产270亿斤。记者调查发现，东北
粮食主产区出现了农村青壮劳动力外流，老人、
女人成种粮主力，主要依靠政府出钱“买粮”等
问题，粮食未来持续稳定增产面临考验。(1月4日
《经济参考报》)

这些年，随着国家惠农政策增多，优良品种
的大面积普及，加上现代机械广泛运用，粮食生
产持续增产丰收，农民种粮积极性也大幅提高，
但现实情况是，仅靠农业种植和国家政策的惠
及，农民依然难以发家致富，大部分农村家庭还

只是把种粮当成一项“副业”，主要精力还都放
在了外出打工挣钱上，而种粮的活自然也就落在
了留守在家的老弱妇孺身上。

当然，老弱妇孺成种粮主力军，也并不局限
于东北三省，在全国各地都属于普遍现象。农业
部的一项测算也验证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失严重，
2010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总数1 . 545亿
人，并且这个数据还在不断扩大——— 这意味着农
村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壮劳力不仅还在逐步减
少，且日趋进入老龄化，“种粮手艺”后继乏人
绝非杞人忧天。

靠老弱妇孺种粮，对农业发展的弊端也是
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这些老弱妇孺适应和运

用现代农业种植技术的能力有限，难以驾驭科
技农业向更高层次迈进，也阻碍粮食生产的进
一步发展；另一方面，青壮劳力由于长期在城
市打工，基本与农村脱节，缺乏粮食种植的基
本技术，更年轻的农村劳动力名义上还是农
民，但实际上已经和大部分城市居民一样连基
本的农作物生长规律都不甚了解，更谈不上继
承，很多农村家庭的种粮人实际上已“青黄不
接”。

应当说，现在大部分农村青壮劳力涌进城市
打工，一方面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
时一方面不能不说，这是很多农村劳动力一种无
奈的选择，这表明依靠种植农业改善农村家庭经

济窘境状况至少目前还不现实。报道中也说，国家
现有的对农业的倾斜政策所起到的激励作用也已
到“平台期”，吸引青壮劳力重新回到农业生产，需
要有新的对策。

我国是人口大国，“无粮不稳”，抓好粮食
生产是我国不容忽视的稳定之本。不可否认，现
代科技的发展和运用，使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富余
劳力，从农业向工业化转变也是强国富民的必然
选择，但怎样使人力资源合理流动的同时保证农
业生产的可持续性，不仅考验着政府的智慧，更
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必须认识到，“让土地留住
人”，前提是农民靠农业就能生活得富足，这应
该是我们制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

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日前透露，中国
将制定国民旅游休闲纲要，落实带薪休假制
度。保障国民休闲权利，除了要落实带薪休
假制度，给市民免费发送旅游票券之外，应
该从方方面面的权利保障上，给人们以真正
的市民待遇：不仅仅包括教育医疗要实现公
益化，让老百姓花起钱来无后顾之忧，更要
从整体上将国民收入实现翻番甚至更快地增
长。只有这样，我们这个社会才可能慢慢变
成“休闲社会”，我们的市民才可能变成
“休闲市民”。

慈善透明度得分低是一种鞭策

一项调查显示，84%的受访者对“慈善
透明度”表示不满意。提升公众对于慈善业
的信任度和满意度的最好办法，不是强行
“摁住”公众的“不满意”，而是公开正视
这些“不满意”，并有的放矢地从机制建设
上下力气，不完善的加以完善，不合理的宁
可重构。分数低不要紧，要紧的是到底选择
固步自封还是革故鼎新。这不仅将决定下一
次调查的分数，更将决定慈善业的前景。

网络购票需要查漏补缺

一会儿网页打不开，一会儿吞钱不吐车
票，火车票网络购票正遭遇漏洞频出的尴
尬。乘客烦的是网络故障，却不会痛恨网络
购票本身，网络购票恰恰是民意所向。与公
众的期待相比，铁路部门可以考虑得更前
瞻、更周全一些，在订票、付款、取票的各
个环节，汲取教训，查漏补缺。努力让每个
旅客，都能方便地买到票、舒适地坐上车、
安全地回到家，是铁路部门为旅客服务的基
本目标。为了这个目标，铁路部门再辛苦再
紧张也值得，大家应给予支持与宽容。

取消购房户籍限制其实是回归公平

住建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政府要消除非
户籍人员购买当地商品房的制度性障碍，不
少人担心限购政策会因此打折扣。取消购房
户籍限制其实是在回归公平，而不是要放松
楼市调控。尽管在楼价不合理飞涨的情形
下，以户籍为限制条件、通过定向“收窄”
购房资格可以收到更加明显的调控效果，但
客观来讲，以户籍为依据进行限购本身仍然
值得商榷。因此，当楼市调控取得阶段性成
果，楼市价格趋于合理的情况下，有必要兼
顾和考量非户籍人口的购房需求。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近日，卫生部公开征集地沟油检测方法已经截止，共征集到近300
种检测方法。相关负责人表示，公众提供的检测方法是否可行，还需要
经过严格的专家验证。(1月4日《新快报》)

对于“地沟油”，消费者对此并不陌生，近年来有关地沟油的新闻
似乎从未间断过。医学研究显示，长期摄入地沟油会对人体造成明显
伤害，如发育障碍、易患肠炎，并有肝、心和肾肿大以及脂肪肝等病变。
而地沟油中的主要危害物之一黄曲霉素是一种强烈的致癌物质，其毒
性是砒霜的100倍。

面对日趋泛滥的地沟油，监管和检测方面的水平却令人心寒。在
监管上，市容、城管、工商、质监各管一摊，却效果有限；而在地沟油的
检测方面，目前还没有检测地沟油的有效办法。一个尴尬的例证就是，
此前当有人将一批地沟油样品送至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
其中两瓶样油的检测结果竟符合食用植物油和食用动物油的一般指
标要求。

诚然，“地沟油”的监管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但这并不是相关部
门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早在2010年7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地沟
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的意见》，就明确商务、食品药品监管、工
商、卫生等部门的分工与职责，这需要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形成联动机
制，共同应对“地沟油”乱象，不留监管死角。

可以说，不管是客观难度，还是主观不作为，监管部门都难辞其
咎。任何一种食品的监管，大致分为原料、生产、销售三个环节，但在这
三个环节，“地沟油”的监管都存在很多疏漏。因此，面对日益产业化的

“地沟油”加工，各职能部门应该拿出最大的诚意，尽快堵上监管漏洞。
其实，对地沟油的治理并非检测手段或标准所能决定的，关键还

在于政府监管如何跟进。从相关报道来看，地沟油生产泛滥并得以做
大的“秘诀”大体不外乎两点：一是这些违规生产者“组织严密”，形成

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客观上给政府监管带来很大的难度；二是
存在公权力上的庇护，正如天津某“地沟油”加工窝点负责人所说，“没
有关系、没有背景是绝对不敢炼油的。”所以，当前应尽快建立严苛的
问责机制，对于那些监管缺位或失职的部门予以行政问责。

2011年，知名的黑龙江省
五常大米迎来好光景，大米不
仅质量好，价格也是节节攀
升，最贵的一斤甚至卖到了
199元。但五常市的许多稻农
辛辛苦苦种出的水稻，卖给当
地的加工企业每斤不到2元。(1
月3日《新京报》)

稻农每斤只得了2元钱的
稻米，到了消费者手中，成了
199元。也就是说，五常米的中
间加工成本、流通成本和利润
高达9950%。这个数字，可以说
是刷新了暴利之最。

之前，提到暴利，我们一
般会把眼光投向垄断企业、房
地产等行业。然而，1斤199元
的五常米告诉我们：暴利显然
已经开始向百姓日常生活用
品甚至食品泛化。

199元1斤的五常米，是对
社会公平的一种公然伤害。一
方面，售价高达199元，加工企
业只给了稻农2元，这显然是
严重伤农，是打击农民种粮积
极性的不公平分配方式；另一
方面，虽然五常米很昂贵，但
稻农出手价最多2元，这是对
(2010年)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19109元、平均每日52 . 35元的

中国城镇居民的掠夺。
一少部分人和中间商，这

种吃上掠下、揩上欺下的行
为，为自己获得暴利的同时，
留下许多疑问。比如处在广大
稻农的角度，他们会有“我辛
苦一年种的米卖了199元，为
啥只得到2元”的迷惑；而处在
广大消费者的角度，他们同样
会有“吃米难”的感喟。

审视“五常米”的暴利
之路，我们不难发现，与药
品中间利润巨大一样，问题
出在了加工、流通等中间环
节。而这些环节又都具有一
定的垄断性质。比如药品必
须 经 过 招 投 标 是 政 策 性 垄
断；而五常市大米加工“企
业之间形成联合体以控制水
稻市场”则是行业性垄断。

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就
容易使经济秩序遭到破坏，市
场经济自主调节这只“看不见
的手”就会失灵，如果政府管
理再不能及时跟上，米价想要
不涨是很困难的。

公平是社会的基础，面对
这种少部分人的狂欢和暴利，
我们的市场监管者，应当及时
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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