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波塞冬海底度假村”(斐济) 位于南

太平洋岛国斐济境内的一个私人小岛

上，也是世界第一的星级海底度假酒店。

2 香港“半岛酒店”(中国) 香港现存历史

最悠久的酒店，这家面对维多利亚港的

酒店中高层享有海景，每间客房均有大

理石浴室、等离子屏幕电视。

3 阿布扎比“阿联酋皇宫酒店”(阿联酋)

据称是世界上造价第二高的酒店。酒店

拥有全球首台可供提取黄金的自动柜员

机，它还设有专属码头和直升机停机坪，

其提供的奢华让人目眩。

4 伦滕波尔“OberoiVanyavilas”(印度) 这

个高端的森林度假村靠近老虎保护区，

拥有一个个精心缝制的帐篷以及私人管

家服务，还有带围墙的私人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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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四大独特酒店

发榜F fabang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希拉里出访，吃胡椒给力

作为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女人之一，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同样也喜欢随身带着

手提包，包里究竟装了什么，始终是未解

之谜。近日，希拉里“包里的秘密”被她

的助手揭开了：对希拉里来说，包里最重

要的物品竟是胡椒粉。

据其助手透露，在飞行途中，希拉里

几乎每一餐都要服务员给她加点墨西哥

胡椒粉。希拉里深谙辛辣食品的功效，

当年她和比她小14岁的奥巴马竞选总

统时，为掩饰老态，给人一种精力充沛的

印象，她除了化妆，还会在飞机上抓紧时

间小睡，定时吃加胡椒的食物。
手机彩信杂志《漫天下》独家供稿

谁在托举“天价殡葬”？
李力言

“年年祭扫先人墓，

处处犹存长者风。”又到

清明时节，在这个慎终追

远的传统节日，人们以各

种方式寄托追思与缅怀，在平静与肃穆中

思考过去、现在与将来。然而，殡葬行业的

一些乱象，尤其是“天价殡葬”之风甚嚣尘

上，却搅得人们心神不宁，忧心忡忡。

浏览近期媒体报道，一个突出的印

象就是殡葬费用节节攀升，日益成为生者

难以承受之重。西安有的殡仪馆半小时

悼念花费超过6000元，哈尔滨的墓地10年

涨10倍，广州墓地价格直逼别墅，济南市

民在“涨价”担忧下抢购“活人墓”，导致墓

地价格暴涨。凡此种种，使得一些人发出

“死不起、葬不起”的无奈感慨。

殡葬费一路走高，一方面是因为资源紧

缺与需求增长的矛盾，比如墓地，我国的基

本国情是人多地少，人地矛盾越来越尖锐，

安葬占用了大量土地，土地越来越稀缺，个

别地区甚至出现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现象。

从供求趋势上看，墓地价格难免水涨船高。

但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殡葬费用在短

期内畸形上涨，远远超出居民承受能力，

这种不正常现象背后，常常具有或显或隐

的人为痕迹，暴露了市场运作、社会管理、

思想观念等方面的一些问题。

殡葬费用高企，利益推手是最大的支

撑。多年来，殡葬行业的暴利一直为人诟

病。一个成本百余元的骨灰盒，层层往上

加价，暴利链条中最后一环达到一万元。

正是在暴利的诱惑鼓动下，各类逐利者绞

尽脑汁，“正规军”与“黑殡葬”你争我抢，

变着法儿把“白喜事”做成“金喜事”，漫天

开价的收费标准，名目繁多的收费链条，

极尽忽悠的服务项目，形形色色的炒作手

段，不断把殡葬成本推向更大的数字。

殡葬市场的无序与管理的无力密切

关联。与社会发展现状相比，目前的殡葬

管理条例还不健全，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还

需提高，相关部门的监管力量还比较薄

弱，对一些“打游击”的无照经营殡葬服务

公司，监管难，查处难度更大。而从深层

原因看，殡葬行业遗留下来的“政企不分、

管办不分”机制，使管理者和经营者之间

的利益纽带难以彻底斩断，导致管理、执

法和经营等相互纠结，造成混乱。

此外，也不能忽视不科学的思想观念

对殡葬费用的“垫高”作用。“买风水、买面

子”的攀比心理，“重殓厚葬”的风气，“光宗

耀祖、荫庇子孙”的意识，在一些地方还相

当顽固地存在着，甚至愈演愈烈，这就给

利益推手们以可乘之机，使其能够轻易地

推出各种不合理的价格和服务，无形中放

大了人为炒作的效应。

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死生亦

大矣。今天，在“生老病死”的生命进程中，

殡葬不仅关乎个人的幸福与尊严，也检验

着社会的文明程度。面对“天价殡葬”带

来的压力与挑战，我们需要改革机制，加

强监管，规范秩序，也需要转变思想观念，

理性选择方式，回归丧葬本义，不断培育

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殡葬文化，迎接一个

又一个天朗气清的清明。

影视剧需要创新而非翻拍来论
lailunL
日前，2011年电视导演委员会年会在

京举行，有媒体报道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

司司长李京盛在会上表示，近期内不会再

批准“四大名著”翻拍题材的立项。（4月3

日《新京报》）

影视剧制作方之所以喜欢翻拍“四

大名著”等老题材，甚至是翻拍国外的经

典影视剧，确实有投机取巧的成分在里

面。因为不管是“四大名著”还是国外经

典，除了有现成的素材可以借鉴之外，而

且也有了一定的观众基础，比较容易获

得市场回报。

但是如此一来，你也翻拍，我也翻

拍，大家都在重复前人或者是自己的老

路，对影视剧的原创事业确实是个不小

的打击，最终的结果就是粗制滥造之作

泛滥成灾，精品佳作难觅踪影。很显然，

这不管是对于中国的影视剧产业本身还

是对于观众的文化娱乐需要，都不是一

件好事。所以说，我们应该鼓励影视剧坚

持原创，力求创新，能够推出更多文艺精品

和佳作。从这个角度而言，作为国家行业

主管部门的广电总局，出台相关规定给予

必要的引导是可以理解的。 苑广阔

星雨

深圳市龙岗区葵涌街道要在一块

“黄金宝地”上建保障房，这是好事啊，

让不少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有了盼

头！可近日，有一篇网帖却曝光这一保

障房项目的户型是为不同行政级别的

干部“量身定做”的：拟建保障性住房

200 套，面积为 55~60 平方米/套；还有

“政策房”310 套：处级 20 套，每套面积

110平方米，科级133套，85平方米、科员

157套，75平方米。从套数看，保障房约

为“政策房”的三分之二，但按面积算，

保障房即使全部建60平方米的，也只有

12000 平方米，而“政策房”总面积是

25280平方米，是保障房的2倍还多。难

怪网民强烈质疑“保障官员福利还是保

障民众需求？”

日前《新京报》报道了这事，有关人

士对记者说，网曝内容“基本属实”，但

网民存在“误解”，这些房屋系符合深圳

市有关文件规定的“政策房”，属“捆绑

建设”。“政策房”，是什么“政策”呢？我

们只知道一种政策，国家取消福利分房

后，低收入者由国家提供保障房，其他

人买商品房；“政策房”是个啥政策？它

和国家取消福利房的政策不是明显抵

触吗？说白了，“政策房”就是特权房。

在别的地方，有别的名字。

谁都知道保障性住房不是谁都可

以购买的，它的特供对象主要是城市的

中低收入家庭和住房困难户。由于政

府提供了优惠的政策，限定了建设的标

准、供应的对象和销售的价格，自然价

格较低。

深圳市龙岗区把保障房与政策房

“捆绑建设”，是明目张胆揩民众的油！

干部，无论科级还是处级，其保障已远

远高于普通民众，摸摸自己的良心，该

平点才是啊。啥事上都要享受特权，就

不怕别人戳后背？

面对网民纷纷质疑，负责这一项目

的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局官员回应说：

“政策房”符合规定。“符合规定”就行了

吗？“规定”本身合理吗？

时评
shipingS

专供官员的“政策房”
是个啥政策

薛建国

短评
duanpingD 权力不干净，曝光如浮云
2008 年 7 月，被河南信阳市民称为

“厅级别墅群”的公务员住宅小区被曝

光，内有一个别墅群，被曝光后一直无人

居住。时隔 2 年多，对别墅的处理结果

仍无定论。知情人透露，别墅已经分下

去，房主多为副厅级或厅级干部。当地

政府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状况，未给出

解释。（本报今日13版报道）

翻看此前媒体的报道，信阳市这些

“别墅群”属违规建筑，并涉嫌侵吞国有

资产。据河南《厅以上领导干部住房问

题的通知》，厅级干部的住房面积为 120

平方米。而据记者调查，这些“厅级别

墅”的面积均为 583 平方米，是“厅级”干

部住房标准的近 5 倍！可见其超标之严

重，权力自肥的本性昭然若揭。

对违规别墅的处理，原本并不复杂，

正如有人称，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拍

卖。如此直接而简单的方法，当地政府

却未采纳，而对公众大打太极拳，念拖字

诀。上级监管部门失语，甚至与下级沆

瀣一气，结成利益同盟，而舆论监督原本

有限的威力也显得捉襟见肘，徒唤奈何

时，公众还会相信谁呢？

面对引起民愤的违规建筑，当地政

府这种拖拖拉拉、躲躲闪闪的姿态，不仅

是对民意的背叛，而且也是对其公信力

的自我蚕食。 钟飞兴

钟飞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