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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召开2012年全国经济体制
改革工作会议，按照部署全国上半年要推出居民阶
梯电价。方案提出：80%的居民家庭电价保持稳定，高
于地区平均水平一定幅度的二、三档电力消费要多
缴费，第二档每度电提价5分钱左右；第三档每度电
调高2毛钱左右。(3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在社会热议和批评声中，居民阶梯电价终于走
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今年上半年全国正式推出居民
阶梯电价，已经不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空讨论。不少
人反对实施居民阶梯电价，原因无非两点：一是缓解
不了电荒；二是等于变相涨价。不过，笔者认为，公众
应当多从促进社会公平的视角客观解读居民阶梯电
价，而不是片面的从价格上涨角度看待。

实施居民阶梯电价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是等于
变相涨价，涨价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居民没有任何影
响或者是影响很小。当前，居民用电量只占社会总用
电量的10%多一点，上涨居民用电价格对扭转电荒格
局没有太大的作用和意义。实行居民阶梯电价之后，
对于用电量在社会平均水平的将近80%的居民家庭
没有任何影响，“基本级”的居民家庭用电价格不上
调，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在用电上支出不会随着实
施居民阶梯电价而增加。而且，对于电价有所上涨的
居民家庭而言，也能承受电价上涨带来的压力。一方
面，电价上调的用电家庭是用电量较大的家庭，属于
中高收入家庭，不在乎用电支出；另一方面，电价上
调幅度有限，一度电不是5分，就是2毛，即使按照2毛

计算，一个月使用500度电，也只是增加100元支出，一
般家庭完全可以承受得了。

实施居民阶梯电价，主要目的是促进社会公平
公正，在保障基本民生权利基础之上，节约能源。众
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
大，不同群体的包括用电消费在内的消费水平差距
巨大。仅仅安装几盏5瓦灯泡，每天只亮个把小时的
低消费用户，在与使用多台空调、冰箱的楼上、楼下
的奢侈型高消费用户的用电价格相同，显然不公平，
实质上就是低收入的用电低消费居民为高收入的用
电高消费居民承担用电成本。实施居民阶梯电阶，一
方面不会让低收入家庭因为电价上涨而降低生活水
准；另一方面提高了高收入家庭的电价，让他们承担

更高的用电成本，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收入家庭
的无度用电，从而节约能源。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发生电荒的
根源在于价格管制，是“市场煤、计划电”之间的矛
盾，导致利润被处于垄断地位的供电系统独吞，造成
发电企业亏损。换言之，缓解电荒，扭转发电企业亏
损格局的根本途径是打破管制与垄断，让发电企业
分得更多的利润比例，而不是不停的涨价，也不是实
行居民阶梯电价。

总而言之，实施居民阶梯电价制度并非不可取，
也不是洪水猛兽，吞噬着居民的生活水准和财富，相
反是促进社会公平用电的重要举措。

在某网站针对“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医生被残杀”事件的调查中，选择
“高兴”者竟接近2/3。我们当然不会把网上
发言的人与真实生活中的人完全画等号，因
为前者往往会呈现更极端、戾气的一面。但
面对惨剧，那么多“高兴”的表达，让人备
感痛心。公众应该端正心态，理性地看待医
疗行业存在的问题。医生可以治疗患者身体
上的疾病，但要想治愈那种纵容暴力的“社
会病”，必须依赖全社会的参与。

人性高于一切高考也不例外

湖北高三学生张文驰在备战高考期间，
赴京捐献骨髓，参与挽救素不相识的白血病
患者的生命。张文驰表示：“救人比高考更
重要，救人的事没什么好犹豫的。”这句话
彰显了一个朴素道理：人性高于一切，高考
也不例外。这让我们想到有很多人缺乏必要
的人文情怀，即所谓社会责任意识。“最美
中学生”的美，也来自于对这种社会责任意
识的呼唤。张文驰在人性的高考中得了满
分，恰是因为许多人在真实的高考背景下，
根本无力去追求这样的人性之美。

“禁检血铅”需要问责

两年前湖南郴州因血铅超标事件被广泛
关注。经调查，如今郴州市里找不到一家可
以做血铅检测的医院。无法及时进行血铅检
测，将意味着可能丧失救治机会。以民众健
康换GDP和政绩，如此做法，上级政府不能
失声。医院随意削减医疗项目，漠视民众需
求，国家卫生部门应进行干预。郴州这两年
是在真治污还是在假治污，国家环保部门也
应核查。“禁检血铅”，需要问责，也欠缺
给公众一个回答。

酒企公布信息难解假冒之困

为了遏制假酒泛滥的现象，食品工业协会
组织首批8家白酒企业对外承诺，将向公众公
开真酒的销售渠道、网点和供应量等。由于假
酒藏身之地一般不是生产地和源头，追查往往
处于被动的地位；销售假酒的规模较大、警力
不足；最主要的是，处罚力度不足以震慑“后来
者”。所以，先不说要求酒企公布信息的规定能
不能落实，即便落实得力，这种做法虽然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遏制假冒白酒的泛滥，但并不能
从根本上消除制假贩假的土壤，需要从法律、
法规、执法等各个方面下工夫。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近日，网曝洛阳市洛宁县环保局领导，周末开公车带家
人去野炊。该县环保局随即回复称“局领导现场检查水质监
测情况”。目前，洛宁县委办公室称，网友所拍图片属实，
当事副局长已构成违纪。(3月28日新华网)

这件事起码给予我们两大“看点”：一是环保局领导私
用公车的时间为周末，这也是公车私用的高峰期；二是该公
车标志醒目，是一辆环境监察专用车，很容易让公众识别，
因而也为公车私用被举报提供了便利。

这是很多公车私用“实例”中的普通一例，虽然这辆公
车被暂扣，所涉副局长将被给予其党内处分，但即使将这个
副局长被开除回家，也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类似公车私用现
象。

每逢节假日来临，公车私用现象甚多，禁用公车私用的
通知和规定也出台了不少，可年年禁，年年不止，问题就在
于未从根本上建立公车统一封存的制度，而只有在被群众逮
个正着，并被上网扩大影响后才被动处理。但“补洞”式的
处理，难以杜绝公车私用。

为此，笔者建议，一方面要尽可能地让公车姓公的标识
固定化、公开化和易于识别化；另一方面，应为所有公车定
制并“佩戴”统一的一个“身份证”，记录使用单位名称、
保管使用者姓名等信息，使违规行为细化到具体的单位和个
人。同时，在鼓励群众积极举报和认真受理的同时基层上，
还要有制度化经常化实质化的内部举措，令公车私用不再那
么轻而易举，最起码不会让公众监督难上加难，甚至就难以
识别。

总之，禁止公车私用不能靠群众“偶尔发现”。解决公
车私用问题，根本之路在于真正意义上的公车改革，但相应

改革尚未进行之前，应考虑推行公车封存制度、普及公车标
志，从而便于群众监督。即便只实施这些办法，公车私用频
率也会有所下降，使公车私用歪风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一些地
方的职业资格认证培训出现了“拔
苗助长”的现象，从而降低了职业
资格证书的“含金量”，令人担忧。

据报道，去年，广东省共吸引
175 . 4万人次参加职业技能鉴定，
其中135 .2万人成功获得各类资格
证书，稳居全国首位。与广东省一
年过百万人争相获取各种职业资
格证书一样，在我国不少地方，广
大求职者也将职业资格证书当成
了获得一份好工作的法宝。

职业技能鉴定的质量是客观、
准确地衡量劳动者职业能力和劳
动力价值的基础和关键，建立科
学、完善的职业鉴定质量保证体
系，规范管理职业资格鉴定环节，
是确保职业资格证书“含金量”的
根本。目前，社会上推出的各种职
业资格证书，既有人事和社会保障
部门、教育部门颁发的，也有行业
组织自行颁发的，可谓证出多门，
鱼龙混杂，不仅让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无所适从，也严重影响了职业资
格证书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职业资格证书一般由专业机
构如协会、学会颁授，这是市场经
济条件下的一种惯例，但惯例不等
于放任和不负责任。在发达国家，
任何专业机构颁授职业资格证书
均是以追求职业资格信誉为前提

和条件的。如，英国的国家职业资
格证书制度有着严格的质量保证
体系，对各种证书机构的组织管理
执行专有的标准，实行严格的资格
审查和考评监督，确保了职业资格
证书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不可否认，在发展正规教育、
学历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
能教育与各类技能培训，对造就高
素质的劳动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职业资格
证书受热捧背后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些职业资格认证机构为了占领
市场，甚至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放
松把关。据了解，有些机构对申请
者的资格没有条件限制，只要给钱
就办证，甚至省略培训和考试环
节，从而使职业资格证书的“含金
量”越来越低。这种现象不仅反映
出了人们对职业资格证书的片面
追捧，也暴露出了一些认证机构过
于自利和缺乏自律以及政府部门
对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监管的缺失。

针对职业资格认证中出现的
问题，有关部门应提高职业技能鉴
定质量管理，严格执行工作规范、
技术标准和管理规程，严厉打击各
种违法违规行为，努力净化职业资
格证书市场，切实维护职业技能鉴
定的权威性，不断提高职业资格证
书的“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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