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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入百万按月薪三千缴个税、一本盈

利 10 万的账作成个人所得仅几千元、炒

房族房产交易个税征收几为空白……高

收入者的“个税筹划”生意如火如荼，大家

都打着“税收筹划”的名头干着避税的勾

当。国税总局研究所研究员张培森表示，

“新的收入种类和形式不断出现，总局也

不断地发函，‘见招拆招’。”个税规避几乎

就像是一场“猫鼠游戏”，在税务机关和富

人们之间长年累月地上演。（5月17日《济

南日报》）

借助于税务师会计师律师等专业社

会中介，避税逃税不断在往高技术含量的

方向发展；与此相反，在“猫鼠游戏”的另

一端，税务机关的应对措施似乎仍旧只是

局限于“不断地发函”，两者在技术含量上

的差距可谓日益凸显。在某种意义上，“年

入百万按月薪三千缴个税”其实是对税务

机关查税专业性的一种巨大讽刺，只不过

沉迷于税务收入不断上涨喜人景象之中的

征税机关，对此毫无切肤之感而已。

因为，依靠经济总量的增加，依靠不

断新增税种，保证税务收入按预定计划实

现上涨，对征税机关而言并不是一件特别

困难的事情，所以犯不着那么劳神费力地

去查堵高收入群体逃税避税。高收入群

体逃税避税成风，除了查税不专业之外，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征税机关

根本没有严查的积极性，而是更多采取放

任不管的姿态。除非金融危机来了，完成

征税任务变得困难了，才想起来去运动式

地查堵偷税避税；否则，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睁一只眼不如闭一只眼，因为这样做

没有坏处（不影响政绩）只有好处（比如灰

色收入）。 舒圣祥

星 雨

最近连续看到几条空

巢老人死在家里无人知晓

的报道，忍不住再为老人

说几句话。第六次全国普

查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人

已占总人口13.26%，比十年前上升2.93%，

安徽省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73个

百分点，人口老年化进程明显加快，来势

迅猛，然而，老人的生活状况，尤其是独居

老人的生活并不令人满意。

在子女快节奏工作压力之下，生活不

能自理的老人最好的安置应该求助于社

会，目前最好的去处是住老年公寓。可是

许多不同年龄段的空巢老人，宁可留在家

里过孤独生活也不愿去养老院，养老之困

成为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突出的社会问题。

老人不愿住老年公寓，除了经济原

因，不外乎一是囿于传统观念，觉得住到

外面不体面、不光彩；还有的是不适应、

不习惯陌生的环境；再就是目前许多养

老机构的布局、供应，特别是硬软件条件

都不能尽如人意，这大概是问题的症结

所在。我国养老事业起步较晚，目前养

老 床 位 总 数 仅 占 全 国 老 年 人 口 的

1.59%。据报道，合肥目前有38家养老机

构，床位4700张，而合肥的老龄人口约70

多万，比例不足 0.7%。更加让人忧虑的

是，许多养老机构设施不全，医疗卫生、

娱乐健身配备陈旧，不能达到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的目的。

另一方面，现在老年公寓，尤其是民

办机构的服务人员，大多数是来自农村

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老大妈，且人员配

备不足。笔者目睹合肥一家民办老年

公寓，180 多张床位，服务人员不过 20 来

人，每人平均要服侍照料七八个老人，

拉撒洗换、病痛呻吟常常一起涌来，这

叫一个同是老人的服务员如何应付得

了？久而久之，屡叫不应，粗言以对就

不足为怪了。

随着老年人口的猛增，公寓式养老的

弊端正在逐渐显现出来，现在，一种以社

区服务为载体，将社会化服务引入家庭的

居家养老模式应运而生，这是一个新的探

索，也最受老人欢迎，可要成为现实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有人说，善待老人就是善

待自己的未来。让我们都来关心养老事

业，为大家，也为自己。

本报特约评论员 畅 平

养老之困如何破解

非常道
feichangdaoF 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孟子不靠谱？
“醉驾入刑实施后，很快又出现‘醉驾

未必都犯罪’，到底是基于何种考虑，先要

弄明白。问题是‘打击面太大’，还是比较

而言罪刑不相称；是一时案例太多，还是

立法激进主义，先进行研究，才好真实地

暴露问题，解决问题。”

——对近日“醉驾入刑”的争议，评论

家刘洪波认为，法不可轻立，更不可乱解。

“不受约束的权力最终唤醒的只是人

的欲望——它一旦点燃，就是万丈烈焰。”

——资深媒体人石述思评贪官“许三

多”（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认为只要

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依然还会有后来人。

高收入逃避税成风
征税机关难辞其咎

公论
gonglunG

据楚天都市报消息，“孟子是个很

不靠谱的人”、“孔子为何牛逼”、“周公

又名姜子牙”……这些雷句不是出现

在网络聊天中，而是在大学公选课的

期末考卷上。日前，华中科技大学公

选课老师夏增民将近百份“雷卷”照成

照片发到网络上，引起同学们的热

议。夏老师表示，上传这些照片，不是

说要嘲笑谁，只是反映一种现状而已。

过早地分文理科使理工科学生缺乏系

统的历史教育，此外，同学们可能受“穿

越剧”、动漫和网络等影响太深，答题娱

乐化倾向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