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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近期将出台“供暖管理制度”，明确今后每
年都要在供暖前后进行天气会商，以确定何时供暖，何
时停暖。制定制度的目的，是希望它真正对实际起作
用。如果不问实际，一味强调不折不扣，看似对制度忠
诚，实则机械僵化，是“没头脑”式的忠实执行。因此，制
度的生命力在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执行”。何时供暖，恰
是一次证明执行力的机会。

别让环保“督办令”成一纸空文

近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了今年第一批挂牌督
办案件，其中辽宁营口造纸厂被责令停止生产，限期治
理污染。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该厂机器仍在运行，污水
依旧排放。“督办令”竟关不掉一家污染企业，成为空
文，这是个警示，它暴露出环保运营机制、监督机制的
制度性缺陷。因此，当下最重要的是，进一步改革完善
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加大干部环保问责力度。只有这
样，才能彻底转变发展方式，让污染企业不敢放肆。

应完善公共事件处理机制

近日，发生在河北大学的车祸事件成为考验公众
更考验所有当事人的公共事件。其中受到质疑的，无论
是肇事者及其父李刚的住房，还是校长的学术抄袭争
议，真相尚待有关部门查证。然而，事件的解决，还是应
该回到事实的层面，诉诸法治的办法。肇事者应依法受
到惩处，“被卷入”者应接受客观调查，给公众一个明白
交代。进一步说，如能在一个理性平台上，探索完善公
共事件的信息机制和处理机制，那么我们将从这次事
件中获得更多的教益。

退休政策调整当三思而行

“该不该延迟退休”，近年来的争论高潮迭起。但有
一点渐渐达成共识，即对这一社会公共政策的调整，确
实要统筹考虑，循序渐进，谨慎决策，三思而行。其一，
应先试点再推广，谨慎试点是一种降低社会政策推行
成本与风险的选择。其二，选择恰当时机，不宜“一刀
切”，应因人、因事、因岗位、因区域而定。其三，做大保
障的“蛋糕”。眼下最基础的工作是把就业和国家财富
的“蛋糕”做大，给养老保障的整体实力提供更充沛的
供给。

重视“拼车”管理规范问题

“顺风车”、“拼车”在很多城市为人青睐，同时也备
受争议。对此，制度的完善、城市管理者的关注、法律专
业领域的探讨，都需要与时俱进，要不要及时出台一些
规章制度，要不要对各种风险进行评估，通过调研掌握
基本情况，寻求解决问题的更多办法？化被动为主动，
将“拼车”纳入讨论甚至规范、政策的考量范围，需要展
示更多的积极性。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广州物价局公布的信息显示，中秋
节后广州市的食用油价格涨幅明显，其
中散装批发价格平均上涨 12%-20%，小
包装食用油零售价格上涨 10%-15%。与
此同时，涉糖食品、酒类产品价格屡创新
高。（10 月 26 日《南方日报》）
“涨”声一片中，不少人想赶在“涨价”

之前囤积生活必需品，他们给自己取了
个名字叫“囤族”。甚至还有人自称“海豚
（囤）”，即海量囤储。“海豚”这个名字听起
来似乎充满诗意，但所谓“海量囤储”显
然是个人所无法完成的任务，如此诗意
的名字，不过是在生活现实中苦中作乐。

每次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都会
引起许多民众的焦虑与不安，甚至因此
引发大规模抢购，这难道是因为我们的
神经太过敏感而脆弱，还是我们真的过
于看重那多涨的三五元？回答这个问题
之前，不妨先来看一条消息——— 国家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透露，目前我国
的恩格尔系数在 40% 左右，再度出现反
弹。所谓恩格尔系数，是国际常用以衡量
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学概念，简单说就
是，一个家庭收入越少用以购买食物的
支出比例就越大。恩格尔系数出现反弹，
意味着很多人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在增

大，当他们还在将此作为一项最重要的
家庭开支的时候，怎能不格外看重那多
涨的三五元？

其实，如果能够享受到优质的社会
福利保障，“多涨了三五元”本不足以对
人的生活构成任何威胁。民众忧虑于此，
并不是说生活必需品涨价本身有多么可
怕，而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脆弱使得
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不安和恐惧——— 他们
不得不将很多工资性收入小心翼翼地积
攒起来，用以应对前方无可回避的教育、
医疗和住房等庞大开支，每一次物价上

涨因此也就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打折。不
必责怪“海豚”的小题大做，这毕竟是这
些弱者现实的生存智慧。“囤族”出现，原
因就在于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能
够使他们作出长远的消费预期，因此他
们只有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压缩开支来
积攒应对风险的“安全感”。既然生活必
需品的消费无可压缩，尽可能多地提前
囤积也就成了一种现实的选择。建立公
众的消费信心，首先就要减轻物价波动
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尽快完善社会保障
体系。

“我们统一收起保费后交给
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会按照 8%
的比例给我们返还。学校将此费
用用于班主任的安全管理、值班
补贴等。”山西省运城市东郊逸夫
小学分管安全的杨副校长告诉记
者。在运城市教育局 2009年印发
的“保险通知”中，“积极配合中国
人寿开展好学生平安保险工作”
的内容赫然在目。（10 月 26 日《中
国经济周刊》）

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
旦夕祸福”，既然风险无处不在，
就必然存在避险的需求，保险业
务的存在与发展自然也就不无道
理。而对于未成年的学生而言，不
仅是相对弱势的群体，甚至还不
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相比成人，
未成年学生所要面对的人身风险
其实要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保
险“进学校”，并惠及学生群体，要
说本是件好事。

而既然保险要“进校园”，当
然需要学校方面的大力配合。假
如学生保险能够得到教育部门的
鼎力支持，学生保险业务在“校
园”大卖，并成为保险业务的新亮
点，要说也是顺理成章，指日可待
的事情。毕竟，在学校这个地盘
上，教育部门的指令无疑畅通无

阻，连教材、校服都可以只要学校
一句话便轻轻松松人手一套，只
要校方肯出力，保险“进校园”不
仅有望一路顺风顺水，创造“一个
都不能少”的销售奇迹也未尝没
有可能。

应该承认，学校向学生及家
长宣传保险意识，要说也并无不
可。但是，当“积极配合中国人寿
开展好学生平安保险工作”被白
纸黑字地写入了教育局的文件，
“卖保险”其实已然成了学校的一
项日常“工作”，而且既然是工作，
想必也会有相应的考核指标。

不过，当“卖保险”成了学校
的“业务”，而且还唯一指定中国
人寿的产品，学生保险其实已然
被独家垄断。而保险终究是个商
业行为，既然是商业行为，当然需
要按商业的规则办事，具体到保
险“进校园”，既然最终埋单的是
学生家长，家长们不仅应该有选
择的权利，也同样应该有拒绝的
权利，而当“卖保险”成为教育部
门的任务时，摊派其实在所难免，
之所以指定独家保险公司，也不
过是为了制造业务垄断进而参与
利益合谋罢了。此时此刻，教育部
门其实已然摇身一变成了保险
“推销员”，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漫 画/ 唐春成

在猛烈打击投机的同时，房市调控
的矛头开始直指开发商，传言已久的预
售金监管制度正式出台。据《京华时报》
报道，25 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了《北京
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办法规定，从今年 12 月 1 日起，严
禁房地产开发企业直接收存商品房预
售资金。商品房预售资金应全部存入由
银行监管的专用账户，保证预售资金优
先用于工程建设。

还没看到房子在哪，就要把钱交给
开发商，这是很多买房者都要遭遇的经
历。自从 1994 年商品房预售许可制度正
式实施以来，“未建房先收钱”的销售方

式，就使得预售金成为维系开发商资金
链条的重要一环。有数据显示，从 2006
至 2009 年期间，预售款占房地产开发资
金来源比重高达四成。这种低成本的资
金来源方式，不仅成为开发商不断拿地
囤地的重要资本，推动着房价不断高
涨，也增强了开发商对抗调控的底气。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市出台商品房预售
金监管办法，尽管初衷只是为了保护购
房者的权益，但由于其明显触及到了开
发商的资金命脉，或许将成为调控房价
的一个新契机。

面对持续日久的政策调控，房价
之所以迟迟未能进入下行通道，原因

相当复杂，但毫无疑问与开发商顽固
坚守不肯退让大有关系。记得此轮调
控刚刚开始时，就有开发商声称“房
价被打下去的可能性不会很大”，因
为“开发商太有钱了，主动降价的可
能性不大。”当前的房价僵局，似乎
也在印证这种观点。但要看到，随着
成交量的不断下滑和信贷的逐渐收
缩，开发商的资金来源已经相当紧
张，此时实行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必
将进一步分流其资金，弱化其博弈能
力。为了保证资金链的稳固，开发商
必然放弃捂盘惜售，加快推盘回笼资
金，而在市场观望情绪浓厚的情况

下，其很可能以降价达到促销的目
的，从而打开房价下行的阀门。

事实上，对于预售金监管的杀伤
力，相关部门早有认识。早在今年 4 月
份，住建部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
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各
地要加快完善商品住房预售资金监管
制度。”但一直以来，不少人对这种政策
心怀疑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担心监管
会导致开发商无钱拿地，影响未来的市
场供应，反而会进一步推高房价。这种
忧虑当然不无道理，但不要忘记现在还
有多少闲置土地没有开发，还有多少开

发商在囤着地等着升值。事实无数次证
明，总是瞻前顾后，对开发商过于宽容，
换来的不是房价的下降，而是一次次报
复性上涨。

在以打击投机、抑制需求为主旋律
的新一轮调控中，预售金监管制度的出
台，可以说是目前为止直接针对开发商
的最为严厉的政策。当然，由于这是一
项地方性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
的局限性，尤其是对于跨区域运作的大
中型开发商来说，打击力度有限。我们
期待有更多的地方尽快出台相关政策，
配合中央调控，尽快把依旧凶猛的房价
平抑下来。

商业保险不能
如此统一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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