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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画实说
shihuashishuoS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

关键词,叫做：遏通胀,保民生。专家分析，这

将是明年工作的重头戏。虽说是经济问题，

但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当前最大的政治问

题。有句老话，叫做：无商不活,无工不富，

无农不稳。治理通货膨

胀,是事关社会稳定和

保民生的大事。

说到通胀,可以说

是当前街谈巷议的热门

话题。通胀的压力,每

一个人都能体验到,甚

至有点压得人喘不过气

来。面对“蒜你狠”、“姜

你军”、“豆你玩”和“糖

高宗”们,物价涨得令人

揪心，许多人不得不精

打细算过“紧日子”。

也正因为如此，前

段时期,国务院出台了

平抑物价的“十六条”举

措,实施短期应急措施

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

合,旨在打击流通领域的投机和炒作之风，

以及采取行政手段治理通货膨胀。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

老百姓而言，每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

醋茶,不可或缺。我们有些政策往往是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科学的、前瞻性的长效

机制与规划。我认为，治理通胀，同样不能

临时抱佛脚，“米袋子”、“菜篮子”牵动着千

家万户，应长抓不懈。这也是各级政府和有

关部门贯彻执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扎

扎实实地把治理通胀的举措落实在具体的

行动上，真正为老百姓着想而应尽的职责。

就在日前，星报从省农委菜篮子办公

室了解到，根据规划,到2015年，我省“菜地”

面积将达到1550万亩，这些“菜园子”30%都

将建起温室大棚。届时，广大市民将能吃上

更多的“平价菜”。（见本报14日03版）

不过，就目前现象而言，大家看到更多

的是，许多农田或菜地被“跑马圈地”所占

领，在某些人的眼中，多盖高楼大厦的经济

利益要远远大于“米袋子”和“菜篮子”！但

是反过来，我们不禁要问：粮食、蔬菜是人类

必需品，如果没有农田和菜地，我们又如何

生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难道让人们吃

钢筋水泥过生活？因此，“米袋子”、“菜篮

子”工程是一项治理通胀、惠及百姓、利在长

远的民生工程，值得为之鼓与呼，尤其是在

当下，切切不可掉以轻心！

治理通胀不能临时抱佛脚
王贤松

且慢为“新个税方案”鼓掌
张 扬

连日来，国内各

家报刊、网络竞相报

道个税改革新方案，

各种溢美之词充斥于

字里行间：“中低收入

减税力度更为明显”、“最早明年推出”等

等，似乎将给老百姓带来莫大福音。然

而，新近方案中有些问题尚不明确，老百

姓的期盼和设计者的意图之间好像还存

在差距，过早激动鼓掌有恐浪费感情。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要积极

推进财税改革，“逐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

度”，这让广大群众尤其是中低收入者颇

感欣慰。大家都希望通过个税的改革完

善，切实减轻税负。但笔者在仔细拜读新

方案后顿生疑惑。

首先，工薪阶层首盼的是提高免税

额，新方案好像没有选择这个“突破口”，

而是“调整级距”。纳税人知道，起税第一

级调得再高，对已超过 2000 元免税额度

的工薪族来说，并不能享受多大实惠。而

只有把免税额度提高，比如由现在的

2000元提高到4000元，月收入在4000元

以内的工薪族就不用纳税了，这才是最简

单、最直接惠及普通民众的举措。就现在

城镇生活消费水平来看，就经济社会发展

的进程来看，4000 元的月薪也不算是什

么高收入。

其次，新方案说“减少了级次，就等于

降低了税率”。现在我们实行的是9级累

进税率制，这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复杂的一

种，很多国家甚至只有2级。如果新个税

方案只降到 6～7 级，所起作用就不会很

大。假如我们已将免税额度提升到4000

元，税级设置在 4～5 级就比较理想。在

此基础上再调整税率，这样既实实在在为

中低收入者减轻了税负，而且在制度上还

有利于制约偷税漏税。

据说新方案只是近期目标，可能还要

制定一个综合与分类结合的个人所得税。

所谓“综合”，就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征收个

人所得税。这是美国现行的办法，人家已

经怨声载道，我们为何还要当宝捡过来

呢？更何况，我国国情与西方大不一样，城

乡两元结构，从农村来到城市工作，还要赡

养在农村的父母或照顾兄弟姐妹，这是一

个非常复杂难办的事。另外，提高了免税

额度后，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中低收入家

庭，原来两口子都可不用纳税，改成以家庭

为单位后，很可能两人的工资超过了免税

额度，则变成要交税。这不又从另外一个

角度增加税负了吗？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

税制度非常不易，切不可轻率行事。

要真正落实大幅减轻中低收入者的

税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不要

轻易再出新税种。比如房产税，既然房产

税在调控房价上不是起关键作用或中长

期作用的税种，那就不要匆忙出台，避免

让老百姓在个税上减少了税负，又在房产

税上增加了负担。一边减负，掌声还没有

响起，一边加税，这边又起了怨声。

设计个税方案，完善个人所得税制，

要真心为老百姓减负，而不能目光短浅，

更不能应付民意。

丹麦现象的启示
唐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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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应如利刃出鞘
沈 轩

12 月 3 日，《市场星报》在 02“星眼”

版“老报人说”专栏发表一篇题为《把会议

搬到“滴血”现场去开！》的署名评论，为长

期以来，合肥市“渣土车老吃人、搅拌车老

要命”的现象大声疾呼，毫不含糊地指出，

原因在于缺乏“以人为本，平安至上”的思

想，整顿“三车”的措施不力，因此提出“把

会议搬到‘滴血’现场去开”、“上路保命”

的建议。这篇评论只有360字，却掐臂见

血，识见锐利，既有泼辣的论辩，也有照见

人心的明达。

据《新京报》报道，北欧国家丹麦最近

连续拿了两个“世界冠军”：一个是日前公

布的盖洛普国民生活满意度调查，2005年

至2009年，在全球155个被调查国家中，丹

麦当选为最幸福国家；二是公布全球清廉

指数排行榜，丹麦、新西兰和新加坡并列第

一，被评为本年度“世界最清廉国家”。政

府最清廉，国民最幸福，而且集二者于一

体，这真是童话之国的现实版美丽童话了。

那么，这种“丹麦现象”背后的秘诀又

在哪里呢？据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介绍，

主要有三条：一是他们拥有不相信贿赂、敲

诈和腐败的文化传统；二是他们具有完善

的财产公开和申报制度，“法律对每个人都

一样”；三是他们建立了可能是全世界最公

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和财产分配制度。这三

条无疑都是成就现实的丹麦童话的重要原

因，当然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成功

经验。但是笔者以为，在这三条成功秘诀

的背后，应该还有更加值得深思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不是一直在要求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吗？我们自古以来不就有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

良传统吗？还有，不是人人都会说“当官不

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吗？为什么在

贿赂、敲诈和腐败面前，我们优良的古代文

化传统和现代革命理论往往就不堪一击了

呢？

说到“法律对每个人都一样”，我们不

是一直都在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

们不也早就建立了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吗？

而实际执行情况又怎样呢？还有收入分配

和财产分配问题，以及通过税收手段调节

贫富不均问题，等等；应该说，在理论上我

们也是认识到了的，在现实生活层面，这些

问题也已经到了非认真解决不可的时候。

由于在基本国情、社会制度、文化背景

和物质发达程度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差异，

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照搬照套人家的经

验。应该说，我们的问题要特殊得多，困难

得多。然而在党政干部队伍的反腐倡廉及

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法规制度建设上，我们

还是应该看一看人家是怎么做的。我们的

党是执政党，执政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

设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这应该是不言

而喻的。

最近有人又在重提美国前总统布什的

“笼子”理论。鄙以为，作为一种形象比喻，

要求把统治者置于人民大众以及一整套法

律制度的有效监督之下，使他们不能随意

胡作非为，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但问题

是，应该由谁、或者只有谁，才能把那些身

居官位、手握重权而有可能为非作歹的人

们关到“笼子”里去？我想，答案同样是不

言而喻的；只有我们的党和人民，依靠党自

身力量的不断壮大和人民民主权力的不断

增强，才能最终实现这个目标。

初中生互借“高利贷”
让基础教育情何以堪

王 震

滁州市定远县某乡镇中学，一些初

中生之间互借“高利贷”，利息高得惊人，

几个月时间就要还借款的十几倍。据该

校老师称，这种情况在该校学生间很普

遍，已经悄然存在好几年了。（详见本报

今日9版）

初中生的思想和品格尚未完全形

成，外界环境对其有重要影响。这十几

个长期“放贷”的孩子，是从哪来的“灵

感”，抑或是从哪学来的坏榜样，以致会

想起来给自己的同学“放贷”？这其中，

恐怕有来自家庭、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影

响，更有学校教育失当和滞后的原因。

此前，一些学校为了改进学风校风，

在学生着装和发型上大做文章的报道屡

见不鲜，甚至有将一些学生的照片等隐

私信息张贴出来以示惩戒的。这些做法

不仅失之人性化，扼杀学生个性，也对学

生在思想和品德上的提高毫无裨益。

相反，有些亟待纠正和教育的不良

习气，某些学校却视而不见，一路纵容。

如在这篇报道中，学生互借“高利贷”已

经存在好几年了，却一直没有引起校方

的重视和管教，直到媒体关注了，才开始

采取措施。这种只重智育不重德育的现

象，让基础教育情何以堪？

时评S ship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