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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机关幼儿园”还要到何时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杨 菁

在《广东省 2011 年省级部门预算草

案》中，有代表发现，该省8所幼儿园一年

花费超过6863万元，比去年有所增加。省

财政厅官员解释，由于

历史原因，这些幼儿园

是相关机关的一个附

属事业单位。（1月 22

日《羊城晚报》）

事 实 上 ，两 三 年

前，媒体就曝光“广州9

所机关幼儿园每年享

受 财 政 补 贴 6000 万

元”。广州财政局有关

负责人后来表示，这是

历史遗留问题，广州市

将着手逐步取消。可

是现在倒好，机关幼儿园的巨额补贴非但

未见“逐步取消”的迹象，反而越补贴越多，

真是咄咄怪事。

一个“历史原因”，让处于义务教育之

外的幼儿教育获得巨额补贴，原本已经是

破格之举。当然啦，倘若所有的幼儿教育

也都能获得巨额的补贴，破格一回亦无

妨。可问题却是，预算草案中只提到这 8

所幼儿园，至于其他幼儿园，却成了“被忽

视的角落”。据统计，目前我国学前教育经

费投入只占教育财政投入的1.3%，而国际

上一般是10%左右。学前教育经费的投入

少得可怜，而且财政投入资金又多用于机

关幼儿园，这才是更让人不可思议之处。

机关幼儿园的巨额补贴不能总拿历史原

因做挡箭牌，既然这个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已

经难以自觉地“逐步取消”，那么，代表委员们

不妨用手中的投票“发言”，用否决的形式倒逼

相关部门尽快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吧！

增长四成的央企净利润民众能分享几何？
刘纯银

国资委日前发布

的信息显示，2010 年

1～12 月中央企业累

计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66968.9 亿元，同比增长 32.1%；上交税

费总额14058.2亿元，同比增长27.7%；累

计实现净利润 8489.8 亿元，同比增长

40.2%，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5621.5亿元，同比增利1500.1亿元，

增长36.4%。（1月22日《人民日报》）

作为全民所有的央企，其净利润增

长四成，应该是令老百姓高兴的事。然

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年来，央企并没

给公众留下什么好印象，甚至还有人说

央企存在“与民争利”现象。

尽管央企已从 2006 年开始缴纳利

润，但与其庞大的收入相比不过是九牛

一毛，况且，在2006年之前，所有央企根

本没有缴纳过一分红利。更让人不可思

议的是，不少央企一遇到亏损，不是从管

理、创新上找原因，而是向上级哭穷，一

方面寻找各种理由把亏损成本推向了国

家和社会，另一方面找专家开始为“涨价

式扭亏”论证合法性。于是，在“扭亏”的

名义下，下岗分流、剥离不良资产、对企

业进行补贴、提供优惠、上调价格等措施

轮番上阵。难怪有人担心部分央企从国

家得到的红包数额，恐怕已经超过他们

上缴的利润了。

正如网友评论所说：面对巨额利润，

中国移动、国家电网等央企应该适当降

价、让利于民。更何况，大多数央企所取

得的优异业绩并不是全靠员工艰苦奋斗

和积极经营所取得，而主要是靠国家政

策下的垄断经营获取的。所以，这种利

用国有资产、靠国家分配政策得来的利

益，理所当然让广大百姓共同分配，而不

应该只由少数人享有。

“最赚钱央企”何时能成为“最惠民

央企”？全体社会公民正翘首期盼！希

望央企能顺应民意，别再满足于每年上

缴税金和15%利润。更不能以此作为自

己的业绩，企图蒙蔽公众的眼睛。尤其

在央企垄断地位暂时无法打破的现实情

况下，一方面要算好央企投入产出的明

细账，给全体公众一个明白；另一方面，

要打破行政垄断，形成良性竞争，真正实

现让利于民。

春节是我们最为重视的一个节日，它

充满了喜庆，洋溢着人情味。送年礼、贺新

年也是中国的传统风俗，可是时下一些人

却利用它来谋取私利，在“人之常情”的温

情面纱下进行拉关系、行贿受贿。

近几年来，“节日红包”之风愈演愈

烈，少数地方领导干部的“节日病”、“红

包症”愈患愈重。收受“红包”已经成为

某些官员敛财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从媒

体披露来看，有些腐败官员春节期间收

受红包涉及的金钱数目让人咂舌，这严

重超出了节日礼仪的范畴，败坏了党和

政府的形象。

为什么行贿受贿选择在“节日红包”

上？据检察机关反贪一线的调查表明，有

些人为了某种私利，急于向有关领导送礼

行贿，但又苦于不知底细，平时不敢贸然行

贿。于是选择春节这一传统节日，以拜年

名义找上门来，而那些平时尚能对送礼行

贿保持警惕的干部，此时也是碍于情面放

松了警惕，孰知拿人的手短，由此逐步走上

犯罪道路，并且越陷越深。

另一方面，“节日红包”往往被认为

是“礼尚往来”、“人之常情”，上不了纲

线，执纪执法机关常常宽容忽略。殊不

知，这一个忽略的环节让许多官员尝到

“甜头”，或者激发了欲望，从此欲壑难

填，变着法儿贪污受贿。

官员的身份特殊，对于其收受“红

包”，应当采取“零容忍”态度。广东、南

京等地提出了“领导干部收受‘红包’一

律免职”的规定，但是，如果缺乏相应的

监控机制，围剿“红包”、遏制“节日病”

不免会流于一种口号。当前，急需完善

相应机制，建立官员收受“红包”申报上

交制度，加大打击力度，使年节行贿之风

没有存在的土壤。官员自身更应该加强

自律，小心掉入“节日红包”的陷阱，辜负

了党的培养、人民的期望。

莫因“节日红包”落陷阱星报人说
xingbaorenshuoX

北京富豪李晓华近日在京城举办生日

宴，宾客盈门多达400多人，娱乐圈明星赵

本山、葛优、姜昆、濮存昕等纷纷到场，由于

到场大腕人数众多，网友们称其生日宴的

明星豪华程度比“春晚”还“劲”。有网友表

示，太多明星亮相，“感觉简直像一场颁奖

典礼”。(1月21日《广州日报》)

要是助贫活动堪比富豪生日宴就好

了。看到这则新闻，就想到了这个话题。

是的，如果助贫等活动得到了众多明星的

捧场，像春晚一样热闹，这个助贫活动肯定

能取得成功，会有很多人因为这个活动而

得到生活质量的改善。一个小的慈善、公

益活动，就能释放出巨大的效果，这就是明

星、公众人物的艺术责任、公共效能所在。

一个负责任、有爱心的明星，应该经常在这

样的活动中穿梭。

可当下，普通公众对明星的期盼效应未

减弱，明星对公众的距离却日益疏远了。一

些明星似乎更喜欢用不断提高的出场费标

榜自己的价值，用气派和排场证明自己的魅

力。艺术水平日益提高，艺术素质不断提

高，可艺术良心和“为人民演出”的艺术道德

却在萎缩，以致一些明星都将央视的“心连

心”演出当成了一种吃苦演出。

可富豪办生日宴就不同了，排场大、人

脉广能为自己带来更多的无形收获，众多

明星才愿意拨冗到场、现场助兴，不惜让艺

术成为某些富人的点缀品和装饰品，这是

不是一种艺术品质的嫌贫爱富呢？毕竟，

明星们的走红不是富豪培养的，而是观众

和群众培养的，可他们还是“出了名声忘了

观众”，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明星一旦出了名，这种艺术资源就不仅

仅属于个人，更属于公众。所以，我希望明

星们在赚钱的时候，别忘了自己的“艺术反

哺”，多到基层走一走，多为群众献献艺，多

一些艺术公心和艺术爱心，远比御用明星更

有市场，更有人气，更有艺术品格和价值。

堪比春晚的富豪生日宴让人纠结时评Sshiping

备受关注的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

艺术学院“裸模”苏紫紫的身世，经媒体

深入调查之后，于近日曝光。这位本名

王嫣芸的女孩之前所叙述的“被强拆”、

“市政府上访”、“生活贫困”、“父母离

异”等煽情要素均无法确认真实性。（1

月22日《长江日报》）

种种迹象表明，之前有关媒体对苏

紫紫的报道，都源于她的自述，公众的

同情心有可能又一次被欺骗了。

从“芙蓉姐姐”开始，一大批网络人士

靠着炒作，靠着媒体的推动、网友的围观

而一举成名。以至于当下，靠炒作博出

位，成为一些想出名的人的最佳选择。无

论是当事人自身，还是其幕后的推手、炒

作团队，抑或是媒体，都在其中扮演着重

要的但却不怎么光彩的角色。

至今尚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这种

现象加以约束和规范，没有任何一个规

定给炒作套上笼罩。炒作无罪，然而，

炒作却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标准的，社会

公序良俗、传统道德观念是炒作的底

线。任何越过这条底线的炒作行为，都

是为人们所不齿的。

炒作者自己对道德的尊重程度，炒

作团队和幕后推手对社会公序良俗的

尊重程度，以及媒体对自身职业道德的

操守程度，无不成为“炒作出名”这条生

产线上的重要零件，缺一不可。

娱乐毕竟只是昙花一现的短暂快

感，社会公德和秩序良俗，才是需要我们

永远去记取和传承的。任何带有欺骗甚

至只是欺瞒性质的炒作，最终伤害的，无

疑都是人们的同情心、社会的公序良俗

以及美好的道德观念。试想，当人们一

次次地付出同情之心，却一次次地发现

原来自己被骗了时，那将是一种怎样的

悲怆。再遇上需要同情的人或事时，又

是否还能生出些许内心的柔软？

责任良心、职业操守、恻隐之心、公

序良俗、道德传统，这些社会底子，岂能

容博出位者一点点地去持刀伤害？

以裸炒作无罪，
刀戳社会底子缺德！

刘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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