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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雨

近年来，在全国土地

执法检查中，卫星遥感图

片监控犹如“天眼”，使违

法违规用地难以藏身。

然而最近，湖北襄阳市双

沟工业园却别出心裁，在建好的水泥路

上“填土种菜”，在“天眼”底下玩了一回

“隐身”，被当地老百姓举报。据悉，去年

五月为修这条水泥路，双沟工业园铲掉了

即将成熟的小麦。（昨日本报11版）

天上有“天眼”，地上用“土掩”。这样

的造假哪有什么成本，哪还需要一丝的遮

掩？用当地一位官员的话说这甚至是一

种“双赢之举”：既瞒过了“卫星”，又种了

一季蔬菜。如此赤裸的“应付”之举，折射

的无非是地方政府面对土地财政的“不可

自拔”甚至“走火入魔”。

有人说“反腐不可有技术依赖”，但借

助遥感卫星每年都发现了不少地方违规

征地用地，而采取伪装手段躲避“天眼”也

并不只有襄州区一家，2010年1月江苏邳

州因土地财政致血案频发就曾在建筑工

地上安装黑色伪装网来躲避卫星检查。

这说明遥感卫星在发现“征地乱象”上有

其天然优势，不然地方政府也不必“想方

设法”隐蔽。反过来说，如果不是有了“无

人情无关系”的卫星，恐怕在发现违规征

地这第一个环节上就不能走太远。

遗憾的是，卫星管得了“检查”，却管

不了“处理”。卫星发现了“违规地皮”，相

关部门顶多被要求“复垦”，而复垦并没有

一个专门的核实程序，往往是口头汇报了

事或者靠卫星图片前后对比来定论，都容

易衍生猫腻。这也是各地敢于用“马路种

菜”的土招数瞒天过海的诱因之一。当然

更重要的原因是，即便复垦不合格，也不

会有很严厉的惩处。根据国土资源部公

布的2009年度土地卫片执法检查结果，发

现上万起违规用地，但仅有73名官员被问

责，而最重的处罚仅为降级。

铁面的卫星虽“明察秋毫”，但由于人

力执行的监管环节却羸弱不堪。除了处

罚不够严厉，征地乱象频仍的原因恐怕还

有不少，但任何一个诱因无不指向人的

“问题”，说白了就是官员的权力没有一个

合理边界。假如监管者像卫星一样恪尽

职守、明察秋毫，假如有一个硬性的制度

来制衡官员的权力，那些对土地财政“执

迷不悟”者的气焰必会大大消减。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

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如

果再不对违规征地祭以重罚，再不在“复

垦”环节引入堪比卫星的硬性监管机制，

“马路种菜”的荒诞剧还会持续上演。

王艳春

土地监管：靠“天眼”更要靠“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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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考一个状元，然后去港大，气死清

华北大。”

———上学三个月后毅然选择退学

的原南科大学生王秦州，说出了明年的高

考打算。

“看旧版《还珠》时，观众巴不得小燕

子和紫薇把皇后容嬷嬷弄死；如今看新版

《还珠》，观众巴不得皇后和容嬷嬷快点

把小燕子和紫薇弄死。”

——《还珠格格》翻拍引发巨大争

论。老《还珠格格》导演孙树培在微博上

感叹：翻拍可以创收视率吗？

达芬奇家具造假的面纱被层层揭开

后，我们最大的感受不是造假的本身，而

是钱多人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些人

把面子看的比天大，有钱的要摆谱，有权

的要摆势子，达芬奇家具正是看到了这一

点，才敢昧着良心造假，狮子大开口，有看

过者说，一个床头柜都要卖到 13.5 万元，

越是这种天价，越是有人买，只买贵的不

买对的，把钱多人傻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不光在国内是这样，有些国人

出趟国，也是大包小包的往国内“拿货”，

这些货说穿了不少还是在中国生产的，这

些人花大银子买回来的无非是炫富、崇

洋、不自信。遗憾的是，我们有些人不管

是上了假洋鬼子的当，还是吃真洋鬼子的

亏，当真相出来后，人虽说面子有点挂不

住，但是还在死撑着，继续着钱多人傻的

故事，那么故事背后的问题就耐人寻味

了！ 万木春

据广州市政府新闻信息处 7 月 20 日通

报，该市市长万庆良在广州市委九届十一

次全会上，建议用“新广州人”取代原有

“农民工”、“打工仔”、“外来人员”等称呼，

促使“新广州人”更好地融入广州、扎根广

州。( 7月21日《中国新闻网》)

去掉一个“外”字，真的就能让外来人

口瞬间产生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吗？

这样的提法是否过于乐观？“长期隔阂”不

可能是一个“外”字导致，户籍人口和外来

人群之间的隔膜与鸿沟，也并不仅是称呼

的分别，更是公民待遇和权益的巨大差异，

以及由此而生的心理抵触。所有的优越感

与自卑，并非莫名而生，大都其来由此。“新

广州人”的称呼只是个开始，也只能是个开

始——— 从称呼开始的转变，需要一系列

配套制度的切实呼应，让平等的观念真正

落地。否则，以破除歧视为目标的去“外”

运动，极有可能将“新”演绎成另一种权利

无法实现对等的别样歧视。 南都/文 美堂/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