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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72小时已过，地
震救援仍在紧张地进行。

这几日，除了救人之
外，灾区道路的拥堵成为
让全国人民揪心的一个
问题，各种民间车辆的大
量涌入，使得一些路段出
现了严重堵塞，延误了专

业救灾车辆的行进。受此影响，与以往几次抗
震救灾不同，社会对民间救援力量出现了一些
批评的声音，“别添堵，别添乱”的呼声不小。面
对抗震救灾的这一新情况，如何保护民间的热
情，疏导民间的爱心，把民间力量用好，值得我
们思考。

应当承认，在大灾大难面前，民间的救援
力量不可或缺。这种民间力量既表现为震中灾
区的自救与互救，也表现为后方各种形式的捐
助与支援。汶川与玉树的经验表明，来自民间
的救援力量绝不是可有可无，灾区的救援与重
建、各种救援物资的捐助与发放，受灾人群的
安抚与疏导等等，各种慈善团体、社会组织与
个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拿此次芦山地震救援
来说，一些专业性民间救援力量有效救助了未
进入主流视线的零星区域，众多互联网公司成
立的寻人平台，快递公司对救灾物资实施的免
费运送，都是民间力量发挥作用的有力证明。
面对天灾，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共同施救，
民间与官方紧密配合，有效互动，是现代社会

的应有之态。
当然，要把民间力量用好，有一个大前提，

就是科学的协调与指挥。鼓励民间的善举，绝
不意味着可以不要秩序、一哄而上。在灾区交
通已经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后备箱里装上两箱
方便面就向震中进发，没有任何专业知识也要
翻山越岭去救人，只能是给灾区添堵添乱。抗
震救灾是一项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精细化的
分工与统一的协调调度缺一不可。要做到帮忙
而不是添乱，需要引导和规范，需要通过精细
化的管理把民间力量纳入到抗震救灾的大系
统当中，使得民间力量成为官方救援的有益补
充，而不是官方和民间各行其是，各自为战。

民间力量宜疏不宜堵。做到疏导得当，关

键是要在空间和时间上进行统筹安排。面对灾
区的拥堵，震区施行了一系列交通管制，对车
辆上下午分时安排，单向进出，在震区之外建
立了民间救援物资统一接收点，这些都是有效
的应对之举。在时间上来说，地震救援是持久
战，最初几天救人是第一要务，媒体集中报道，
自然会引发举国关注、各方驰援，但在这之后，
灾区重建，灾民安置，弥合心理创伤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需要无数的社会组织与个人在聚光
灯之外一点一滴地奉献爱心，这个过程中民间
力量无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如何把这
几天里空前高涨的热血与激情，化为以后日
子里对灾区爱心的涓涓细流，需要主导救灾
的政府一方做出进一步详尽扎实的安排。

在第２３届全国书博会上，过度包装的图书
屡见不鲜———“百页图书用高档丝绸”，“书籍扉
页烫金烫银”，“书签用金线打造”，甚至包装内
包含手套、手表等“赠送”物品。

“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使用“膏沐”的目的
在于悦人，书亦如此。对于书商而言，一本书的
卖点不单在于内容，也在于包装是否能吸引读
者的眼球，所以用些“膏沐”，本身无可厚非，但
凡事过犹不及。时下，出版商重用“膏沐”抬高身
价，不过是为了悦人以求得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而所悦之人是否悦己则不在考虑之列。

书商要取悦的是囊中羞涩的学生，还是一
些“朴素浑如农家翁”的教授、学者？定价1 . 9万
多元一套的梁晓声的书，是普通的在校学生舍
得买，还是生活朴素的学者舍得买？所以，人家
取悦的当然是“高端人群”。“膏沐”越多，身价越
高，身价越高越能显出“高端人群”的高端。

问题在于，如果书商尝到甜头后只迎合“高
端”，以后再也顾不上一般的读者怎么办？平装
书的逐渐减少正说明这种担忧并非多余。但是
不要忘了，真正“悦己”者在乎的是书香而非“膏
沐”，不会在乎你是素面朝天还是“淡妆浅抹”，
反倒是脂粉气多了，世俗气浓了，铜臭味重了就
会遮住书香，使人生厌。所以，请书商莫让“膏
沐”遮书香，不要忘记真正的“悦己”者。毕竟，他
们才是书市真正的生命力所在。

广州市设置了公车监管系统，管制“公车
私用”。被监管的8 4 9 1辆公车，若超范围行
驶，节假日用车，在高尔夫球场、酒店旁边停

两三个小时以上，系统都会发出预警，并把预
警信息发送到分管公车使用的负责人处。

作 者/勾建山■ 漫 画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北京市单套
住房平均租金攀升至3660元，较2008年上涨
82%，这一上涨幅度超过同期北京房价的涨
幅。

房租猛涨的原因较为复杂，比如物价上
涨，房租自然也要涨；比如房屋“租售比”长
期处于低位，所以房租出现补偿性上涨。还
有外来人口大量涌入、新增住宅供应不足，
僧多粥少，房东们自然有涨价底气。

多年来的楼市调控，在初衷上，为了打
击楼市投机、投资行为，希望通过抑制需求
来抑制房价。限制居民购买多套住房，限制
外来人口购房，试点房产税以增加房屋持有
成本，二手房交易征收差价20%的个税等。
然而，房价畸高之下，很多人买不起房，租房
也是不错的选择。

住有其居,并不意味着拥有其屋。多年
来,应该鼓励更多人租房的呼声一直不绝于
耳。然而事实上，房价高企，房租上涨，
不仅让一部分人买不起房，也越来越租不
起房。房租猛涨对楼市调控提出了新考
验，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加大住宅供应，尤
其是加大廉租房、公租房建设力度，并降
低申请门槛，将更多外来人口纳入保障范

围。
购房者希望房价再跌一些 ,“转购为

租”成必然趋势；而售房者则“转售为
租”。“转购为租”的购房人遭遇“转售
为租”的业主,就进一步促进了房屋租赁市
场的旺盛。但租赁市场长期存在房源虚
假、价格不稳、市场监管缺位、租赁合同
随意变动、租户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
缺乏权威的数据发布等诸多问题。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鼓励房屋的租赁,前
提要有健全的租赁市场和较为完备的租住
条件。例如，德国六成家庭宁愿一辈子租
房。原因是在德国每个月供房子只需要花
掉德国平均水平家庭收入的1/5。这就需要
政府必须对房屋租赁市场严加监管,在政策
制定和法制层面导向上倾向于保护承租方,
从而使承租方打消租房的不安全感,比如采
取具有法律强制性的长期租金保护和限定
措施,用以稳定租赁市场。

稳定租赁市场可以在相对长的时期内
减少购房需求,同时也避免业主过度投机获
利,在稳定我国楼市、维护新政调控成效方
面将起到重要作用。

“膏沐”遮书香
□ 郭东阳

“楼内供神像楼外献肥羊”，《山西日报》对汾阳
市西关初中月改门扉焚香火进行了报道，汾阳市有
关部门迅速组织调查核实，决定免去当事人校长职
务。

“迷信校长”敢在学校设神堂，也许是为了“祈
福”学校平安、学生平安，也许是为了祈望自己官运
亨通，顺风顺水。可惜，学校不是个人祭祀的神坛，

“迷信校长”用错了地方。
学校是教书育人之地，启蒙的是科学思维，而

不是迷信思想；启发的是奋斗上进，而不是神仙保
佑。作为学校校长，带头搞迷信，焚香叩首、祭拜天
地，甚至买来活羊现场宰杀，学校被弄得“乌烟瘴
气”，学生可能看到的是“鲜血淋漓”，与学校文明风
气格格不入，最终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和学校形象。

这一丑行，不能用简单的“心理安慰”进行解释，
它反映了这位校长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歪
曲，把学校的平安寄托于神的护佑，把个人升迁寄
托于神的赐福，而忘记了自己的实干精神。学校的
平安来自于科学严格的管理，个人升迁来自于自己
的实干业绩与群众口碑。学校是一片净土，来不得
半点污染。

学校不是神坛
□ 李亮

把民间力量用好

房租猛涨

折射租赁体制漏洞
□ 晏扬

□ 本报评论员 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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