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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传“在中国吃猪肉等于自杀”。网文
称，十几斤重的小猪使用含有大量激素、安眠药
等药物的添加剂催肥，五六个月出栏。长期食用
该猪肉会诱发各种不适症状甚至癌症。对此，农
业部人士称近三年猪饲料质量卫生指标抽检合
格率在90%以上；猪肉安全总体上有保障。(11月
26日《人民日报》)

当下，由于食品安全陷入信任危机，不少人
对不安全的食品信息采取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的态度，一旦有人发布这方面的信息，不论是官
方的，还是民间的；不论是媒体公开的，还是小
道信息传播的，人们对信息的害怕，可以都是真
是可感的。并不是说人们一定相信这些传言，而
是感觉身体确实伤不起。

近些年来，我们经历的食品问题事件太多
了。比如苏丹红、红心鸭蛋、三鹿奶粉、香精饱
子、陈醋勾兑门、牛肉膏、滑汤门、地沟油、毒血
燕、塑化剂、染色馒头……“食品安全事件”关键
词分年度搜索，几乎每年都有“新词”出现。到底
吃什么安全，真是令人非常焦虑的现实问题，绝
对不是杞人忧天的夸张。

由于经历太多，人们变得格外小心，所以在
城市，花坛、阳台种菜、租地种菜，开始流行。在
这样的语境下，监管部门对食品安全信息的任
何风吹草动，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以对市民、
对行业、产业、企业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小心
谨慎处理。一者，这是澄清问题和明辨是非的需
要；二者，这是市民的期待；三者，这是防止坏消

息蔓延扩大伤及无辜的需要。
比如，对于网传“在中国吃猪肉等于自杀”

的消息，一定要审慎对待。首先，不妨对全国各
地的猪肉安全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测，发布权
威消息，这样既能让小道消息自然“灭亡”，又能
让公众看到态度和决心。其次，对猪饲料的生
产、加工、运输、使用进行一次全面检测，发布安
全对比值和实际抽检的详实数据，让市民自己
对比，自行判断猪肉是否安全。再者，有针对性
地重点解剖，论证小道消息的虚实，即小道消息
来自哪里，专门解剖，让市民信服。

农业部本次回应在措词上采用了“一般来
说”、“大多”、“总体上”等不确定的概括性描述，
这固然能够打消一部分群众的担心，但不能从

心理上“去根”。“近三年猪饲料质量卫生指标抽
检合格率在90%以上”，即从抽检来看还有10%的
不合格。那专门逃避抽检的情况又如何呢？同
时，抽检的安排是否科学、合理？覆盖面有多大？
这些都不得而知。

农业部避谣发布的这个数据及相关方面的
回应，说明了农业部及相关部门之前在监测猪
饲料的合格情况，但回应既没有排除恶意或意
外情况，也不能完全消除人们对“吃猪肉等于自
杀”的怀疑。因此，农业部此举虽然作为及时，但
难以令人完全满意，更无法消除大多数人的疑
虑。本着对消费者负责，也对猪农销售利益负责
的精神，农业部门应该扑下身子细致检查全国
猪肉情况，给公众一个更扎实的回应。

财政部、监察部和审计署日前颁布12项
“禁令”，金融央企负责人不得用公款支付应
由个人承担的住宅购置、住宅装修、物业管理
费等。在当下，经常性重申“禁令”或有必
要，但更需要在细化操作标准和监管流程上下
工夫，提升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法律基
本健全的背景下，包括央企高管职务消费等公
职行为的规范和治理，关键问题不是重申法律
规定，用各种“禁令”扮演法律的“二传
手”，而在于加大执行力度，使得已有法律规
定都能落地生根。

教育越功利体育越危险

江苏、甘肃、湖北等地一些大中小学校纷
纷取消长跑、双杠、铅球等“危险”体育项
目。教育越趋功利，便使得体育日益边缘化。
一方面，体育成绩的提高、身体素质的改善，
与升学成绩并无直接相关；另一方面，体育项
目开展过多，反而可能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
与其说是体育“危险”，还不如说这只是中小
学减少或取消体育项目的借口。要使体育不再
“危险”，不仅要改变教育的功利化现状，也
应归还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要明确各方责
任，让大中小学校开展体育运动时，真正放开
手脚。

器官捐献不能单靠利益激励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我国正在创建
符合国情的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将考虑实行
激励机制，给予捐赠者一定的人道救助经济补
偿。点燃公众的器官捐献热情，必要的利益激
励和保障机制固然不可或缺，但还需要社会观
念的更新、公平正义的跟进。这就需要对接文
化传统和公众心理，进行富有人文关怀和时代
气息的宣传教育，逐渐养成乐于捐献、自觉捐
献的公益氛围。同时，也需要建立公正公开的
器官获取和分配体系，让人们看到自己的爱心
被善用，感受到捐出的器官以正义的方式实现
了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创造条件让社会办医“动”起来

近日，北京环球中医医院拟向社会拍卖的
消息。盘活社会资本办医的前提，是要有健全
的制度保障。这场拍卖，如一张试纸，检测出
了目前社会办医存在的法律漏洞和管理缺陷。
只要这些制度建设层面的短板不能及时补齐，
缺乏稳妥的退出机制和灵活的流转机制，社会
资本在进入医疗领域时必定会有所顾虑，这会
让政策大打折扣。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对此引起
重视，正视社会资本办医的新形势和新问题，
从制度建设上予以规范。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市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同样体现在住房
公积金的缴存上。记者对本地多个行业调查发现，有的单位为其员工
一个月缴存五六千元，有的单位则只有一两百元，不同行业之间公积
金缴存额度相差70倍。“缴得少用不起、缴的多有富余”现象越来越严
重。(11月25日《半岛都市报》)

作为一项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公积金的设计初衷是“高收入者不
补贴，中低收入者较少补贴，最低收入者较多补贴”，从而让普通职工
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买得起房、住得上房。但实际却陷入了“济富不济
贫”怪圈。福利好的单位，员工收入本身就高，不存在购房难题，却可以
多缴公积金从中渔利；真正需要购买住房的普通百姓，要么没有住房
公积金，要么因为缴费少、贷款难，依旧难圆安居梦。

收入越高受益越大，收入越低受益越小，这样的公积金“倒挂”非
但不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保障弱势群体的作用，反而进一步拉大收
入差距，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当公积金异化为“富
人基金”，沦为少数利益既得者的“提款机”，显然有悖制度初衷和社会
公平，亟待反思和解决。

其一，控高提低，走向全覆盖。作为一种政策性的购房支持，住房
公积金应更多地为中低收入阶层“雪中送炭”。当前，亟待在“限高保
底”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到“控高提低”，缩小缴存差距。一方面，明确上
限，取消“超过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工资12%的部分计征个税”的口子。这
一规定看似打击了利用公积金避税的行为，却给高收入群体开了“后
门”。必须看到，能够超出比例多缴公积金的往往是高收入群体。同时，
提高下限，扩大覆盖范围，从“制度全覆盖”向“人群全覆盖”转变，让进
城务工人员、企业临时工、自由职业者等也能享受到住房公积金。

其二，高存低贷，增强福利性。公积金“劫贫济富”的另一个表现
是，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一样缴存，但由于没有能力贷款，享受不到低
息优惠。有学者指出，需要打破目前“低存低贷”的利率规则，实行“高

存低贷”的规则，即公积金存款利率高于银行存款利率，贷款利率要低
于银行贷款利率。这样一来，低收入者即使不贷款也不会产生利息损
失，同时也堵上了拿低收入者利息损失补偿高收入贷款者的漏洞。

其三，修订法规。现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是1999年颁布实施
的，如今距离2002年修订也过去了10年，期间暴露出的问题，亟待二次
修订完善。比如，条例只规定了“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
的罚则，却没有涉及多缴公积金行为，这无疑给了一些垄断企业擅自
提高缴存比例的底气。唯有强化对监管的制度化约束，提高违规法律
成本，才能规范公积金制度，避免其沦为变相福利。

25日上午，2013年度国家
公务员考试进行公共科目笔
试，据央视现场报道，今年参
加笔试的考生有111 . 7万名，
而此前报名人数是150万人，
报名人数创新高。实际参考人
数占报名人数的74 . 5%。记者
统计了2003年-2012年数据发
现，10年来，每次国考报名人
数与实际考试人数都有巨大差
距，有近三成的报名者最终未
参加考试，属于“打酱油”
的，为国考报名虚增了热度。
(11月25日《法制晚报》)

每年的10、11月份，“国考”
一词总是十分火热，这个似乎
已约定俗成的名词，是指“国家
公务员考试”。然而，这一称谓，
笔者认为并不合适。在当前公
务员考试已呈非健康状态发展
的语境下，将公务员考试继续
简称“国考”，恐有误导之嫌，有
些不妥，最好应予改称“公考”
或其他称谓。

几年前，公务员考试还没
有现在这样热的时候，“国
考”的说法就已开始在新闻媒
体、学校、户外广告等亮相。
笔者愚钝，最初还以为“国
考”是指高考或研究生招生考

试等国家意义上的考试，后来
才明白是指剑指“金饭碗”的
公务员考试。

其实，能够担当“国考”一
词之分量的，应该是指全国统
一组织、统一命题和选拔的考
试，或者是指非常重要，属于国
家战略层面的考试。例如，我国
的高考应可担当“国考”二字。
反观公务员考试，本来对于普
通公众而言，这一考试只是少
部分人求职类的考试，并不具
有高考那样被赋予的全国性意
义。只是因为就业难和公务员
热的升温，公务员考试才从小
众话题一跃而为大众议题。但
是，这仍然不是能将公务员考
试视为“国考”的充足理由。

不要以为“国考”仅仅是
个称呼就可等闲视之，实际
上，随着社会的流行特别是媒
体的传播，“国考”叫法会进
一步烘托公务员考试热度，并
将这种病态式的高烧常态化，
正统化，这对于鼓励自由竞
争、引导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是非常不利的。其实，公务员
考试完全可以称为“公考”，
这种称呼更加符合这种考试的
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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