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4名“蜘蛛侠”，空降火场救人，受到
广泛赞誉。其中，“蜘蛛侠”李世增救下了一名
10岁的男童，而自己的儿子却因先天性疾病而无
力治疗，这个事被“曝光”后，引发市民广泛关
注和热心捐助。据12月7日媒体报道，短短几
天，李世增一家就获得了约千笔、18万多元的善
款，李世增的儿子也将于下周到省城医院接受治
疗。

大火无情，人间有爱。朱德贵、李世增、娄
长民、刘春明这4名济南“蜘蛛侠”，发现火灾
后立即投身救援，彰显了“平民英雄”的担当和
本色，在这个寒冬里感动了泉城、温暖了市民。
连日来，4名“蜘蛛侠”先后受到济阳县、济南
市高新区、济南市的多次褒奖，先后荣获“济南
道德模范”和“见义勇为先进群体”荣誉称号，
一些社会组织也对他们给予奖励。城市管理者、
社会各界对四位英雄的多次褒奖，不知名群众对
李世增的慷慨解囊，让人们看到了爱心的传递、
善意的互动和城市的温度，让人感到一座城市的
情怀和温度，成为今冬泉城的一道暖人风景。

城市是有温度的，也是有气质的。一座城市
的温度和气质，不仅体现在高楼大厦、宽阔马

路、繁华商圈、市容市貌、经济总量、财政收入
上，也体现在人文历史、文化底蕴、自然风光
上，更集中反映在城市里人与人的关系上。然
而，有的地方却常常“顾此失彼”，把更多精力
用在了硬件建设上，有的贪大求洋，喜新厌旧，
喜欢大广场、大马路、大园区，热衷“奇、特、
怪”的建筑造型；有的地方为了光鲜亮丽整洁，
不顾人们生计，强行关闭早摊点；有的地方为了
创建文明城市，把人和人关系闹得很紧张。

客观地看，硬件对城市建设很重要，但城市
建设的核心是人。凡人有善举，爱心能传递，这
样的城市才会更有温度。“蜘蛛侠”感动了泉
城，泉城也感动了“蜘蛛侠”，让我们直接感受
到了凡人善举的力量，切身体会到了泉城的温

度。可以说，人与人之间，是和谐相处还是不相
往来，是临危相助还是挺身而上，是好人伤心还
是好人好报，具体而生动地体现着一座城市的社
会凝聚力、文化感召力，是一座城市最为重要的
软实力。

一座城市要有精神追求，要注重人情的温
度、爱的温度、善的温度。在有温度的城市里生
活，是一种幸福，而努力让自己做得更好，成为
增进城市温度的一个因素，也应该成为每个人的
追求。所谓凡人善举，说的是大多数普通人能够
做到的好事善事。我们相信，当一座城市的善意
不断涌现，凡人善举越来越多，民间善意争相传
递，这样的城市最有“吸引力”。

多省生产厂商借霾设“套”，地方财政“甘愿中
招”，专家称“治霾大炮”其实就是个洒水的东西。近
年来，随着大气污染防治日益被重视，以及PM2 . 5
概念的流行，雾炮车也火了起来。记者以“雾炮车”
为关键词搜索标题，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检索，发
现共有164条招标信息。（12月7日《南方都市报》）

“治霾大炮”当下很是流行，几乎成了所有城
市标配的“治霾神器”。然而，“治霾大炮”一直没有
得到大多数专家的认可。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王跃思说：说它能除霾并不科学，原因在于
大气是一个超级流体，交换速度很快。

存在广泛争议甚至是质疑的“治霾大炮”，却
一路绿灯通过了各个科研环节的检验。“治霾大
炮”目前是合法的产品，这种产品经过了有关部门
审批，各种许可证件是齐全的。当科研资金被滥用
的时候，当科研审批如此闹着玩的时候，背后的审
批乱像的确让人看不明白。

“治霾大炮”也暴露了政府采购中的问题。“治
霾大炮”是一个骗局，可许多地方依然在用财政资
金购买。“治霾大炮”背后，有多少见不得阳光的事
情，需要有关方面作一番查证。

近日，记者在一次会议上采访时，一位省级领
导讲了一则故事：里约奥运会期间，一位运动员一
直在为自己职称评定的事忧心忡忡，临上阵前她
找相关领导要个明确的说法，直到得到肯定答复
后才放下心来，一举拿下了一块金牌，并实现我国
在该项目上的突破。

这位运动健儿的心思并不难猜——— 奥运金牌
的荣誉只是一时的，职称待遇却要管自己后半辈

子。职称制度设立之初，对于保障专业技术人员队
伍稳定、优秀人才不断脱颖而出、知识分子待遇有
所保障等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
移，实际操作中有时却偏离了初衷。在一些地方和
单位，职称评定有时反倒成了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的羁绊。当前，改革职称制度，首先是要让职称回
归本位，剔除那些既不能反映职业技术水平又会
干扰职称评定公平性的杂质。（12月5日新华社）

安徽省太和县原墙镇种粮大户周红旗告诉
记者，他流转了530多亩地，今年受特殊天气
影响，粮食产量减产得厉害。“减产直接导致
种粮效益下滑，整体算下来今年一亩地亏200
元左右。”他说。记者近日在多个粮食主产
区，走访数十位基层干部和种粮大户，发现像
周红旗这种亏损的状况并非孤例。（12月6日
《经济参考报》）

“种粮大户”大面积亏损，绝对不是好现
象。其一，囿于生产成本的提高，不少农村劳
动力都外出务工，使得当下的农村土地出现大
面积的撂荒现象，对粮食生产安全产生很大影
响；再者，现代农业提倡集约化和机械化生
产，而“种粮大户”就是对此的一种尝试。那
么在这样的双重背景下，“种粮大户”不仅不
赚钱，反倒是亏损严重，无疑会极大地挫伤他
们的积极性，新闻中不少“种粮大户”表达出
了退租意愿。

“种粮大户”的亏损原因，不仅有天灾，
还有制度层面的缺陷。于前者来讲，天气原因
造成的减产，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不仅表
现在产量减少，使得收入直接减少，还在于天
灾使得粮食质量下降，从而使得收购价格变
低；于后者而言，则主要表现在农村土地流转
制度的不稳定，增加的“种粮大户”的经营风
险，与此同时，种粮补贴等惠农政策，都是直

接发放给农民，这并不利于激发“种粮大户”
的积极性。

民以食为天，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不能只
让“种粮大户”来承担亏损的风险，最需要解
决和规范的问题，其实是种粮补贴、农村土地
流转等制度问题，而且还需要放在平时来关
注，而不是非要等到“种粮大户”亏损的时候
才想起来重视。

在此语境下，就亟需有关方面推进相关层
面的制度改革，以消除“种粮大户”的亏损风
险，从而保障粮食生产安全。这一方面，需要
各级政府结合当地的情形，进一步健全农村土
地流转市场、土地流转纠纷调解仲裁机构，推
动土地流转费用在合理范围，切实为转让双方
提供信息沟通、法律咨询、价格评估、合同签
订等系列服务。与此同时，加快推进农村土地
确权、登记、颁证等工作，确保土地承包经营
权规范流转；

另一方面，则很有必要按照“谁种粮、谁
受益”的原则，将“种粮补贴”发挥到鼓励粮
食生产的作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种粮补
贴异化成为了一种福利，再加上土地流转所
得，其实际的收益势必会起到负面作用。试
问：自己只需要把土地转让出去，不仅可以获
得种粮补贴，而腾出来的劳动力还可以赚取更
多的收入，谁还会去种粮呢？

作 者/ 张建辉

今年4月，一辆大货车在京港澳高速湖南潭耒
段发生侧翻，潭耒高速衡阳施救站收取了36000元
高额施救费。事后，湖南省发改委对该救援公司进
行处罚。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最近，湖南经视又
接到一起“天价施救费”的投诉，事发地还是潭耒
高速，还是那家救援站，这一次，救援站开出的施
救费高达4万元。（12月5日湖南经视）

“天价拖车费”成了“打不死的小强”，除了救援
公司利欲熏心、趁火打劫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
于垄断。在一些地方，相关政府部门指定救援公
司，对交通事故救援形成垄断经营。早在2010年9
月，国家发改委和交通部就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
地对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和收费进行清理规
范：公安交管部门不得指定社会救援机构实施拖
移并收取费用；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统一规范收
费项目，合理制定收费标准……政策无疑是好政
策，可惜一些地方落实不力，或者严重走样。

破除“天价拖车费”，有两种途径：要么让车辆
救援真正市场化，要么公益化。所谓市场化，就是
将车辆救援作为一项市场服务完全放开经营。所
谓公益化，即由相关政府部门对事故车辆实施免
费救援，将其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就像人们遭遇人
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时，警方破案并不向受害人收
取费用一样。无论是市场化还是公益化，都是可行
的选择，而最坏的选择是：一边将公益性的车辆救
援市场化，一边利用权力垄断车辆救援市场。这种
畸形的结合，必然滋生“天价拖车费”的怪胎。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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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霾大炮”骗局

几多乱像待查证
□ 郭元鹏

不能只让“种粮大户”

承担风险
□ 张松超

车辆救援

要么市场化，要么公益化
□ 晏 扬

让“善意传递”增进城市温度
□ 孙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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