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6月25日 星期一 编辑 钱兆成 组版 刘玉 校对 仕明02 XING YAN星眼
星报时评信箱：xbxy2010@126.com

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非常道
feichangdaoF

微评论W weipinglun

吴睿鸫

权力安分方能创造
全球一流经商环境

无论是千万富翁还是赤手空拳的穷

小子，只要向公司注册处缴纳不到 2000

元并出示身份证，最快 6 天后，新生意就

可以开张；赚来的钱，大部分可以放进自

己口袋里，因为除了 16.5%的利得税外，

这里再没有任何眼花缭乱的税种。不擅

应酬？这也并无大碍，与政府官员交往

过密，反倒可能引来麻烦。（6月24日《中

国青年报》）

香港政府所恪守的权力安分理念，

似乎是一面镜子。内地职能部门很有必

要拿着这面镜子，照照自己。尽管大陆

早已步入市场经济，但是没有像香港地

区那样，“积极不干预”当成政府的座右

铭，相反，“积极干预”则成为一些政府职

能追求的目标。

比如，正在被舆论热议的“风能太阳

能属于国有”，明眼的一看便知，这是在

追逐部门利益。

还有一类情况是，利用公共政策，

“积极干预”企业。就眼下而言，事关民

企的公共政策，大都是粗线条，缺乏实际

操作性。

此外，一些官员还凭借手中权力，吃

拿卡要报，故意刁难企业，人为地给企业

发展设置障碍，以牟取个人利益，这就是

所谓的权力设租。

实际上，政府最明智的方式，像香港

政府那样，是恪守权力边界。不管是国

企，还是民企，只要它合法经营，职能部

门就不能故意找茬刁难；只要它的申请、

诉求合理，职能部门就不该人为设置过

多门槛；只要企业能吸引就业，政府就不

该“闻税则喜”，“见税眼开”，把企业当成

政府的聚宝盆。倘若这些消极因素得到

消弭，我想，内地也不愁像香港那样，创

造出全球一流的经商环境。

化解喂乳尴尬，权利、法律、观念，一个都不能少

星 雨

网友“雨轩妈妈”

在武汉一论坛上发帖

称：很多时候刚做妈妈

也有难处，公交车上、

医院走廊里，宝宝饿

了，开始大哭起来，宝宝又不吃奶瓶只吃

母乳，哭闹不停，妈妈只能解开衣襟，当

众给宝宝喂奶。“乳房属于女人私密之

处，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愿意暴露在众

目睽睽之下，自己尴尬也让别人尴尬。”

（据6月24日《武汉晚报》）

笔者发现新闻中的讨论并没有在权

利上做文章，更多的是纠结于“乳房属于

女人私密之处，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愿

意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己尴尬也让

别人尴尬”这样的观念问题上。

对于女性的哺乳器官，最经典的是鲁

迅对《红楼梦》评论的几句话：“经学家看

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

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而从科学角度上，尽管乳房在生理

学上属于副性器官，但它又主要属于哺乳

器官。它的指定性意义就是给孩子喂食，

无论在私密场所还是公开场合都是如此。

应该说，妇女在公共场合享有自由

哺乳的权利，而这缺少相关法律的保

障。早在 2006 年美国妇女在 30 多个机

场的维权行为首先赢得的是自己在公共

场所哺乳孩子的权利。同时，也赢得了

自己的孩子，并包括所有孩子无论在何

时何地都有享受人类最好、最富营养的

饮食──母乳的权利。

而在我国，或许是对母性比较推崇，

对妇女比较关照，或者是由于并没有真

正地实现男女平等，更多地将女性作为

一种“弱势群体”看待，极少出现像西方

人那样认为女性哺乳是一种视觉污染，

却有更多的女性纠结于是否被其他男性

偷窥，这的确是一种其他的文化现象。

由此，对于妇女在公共场合哺乳的

问题，相对于西方国家少了一些阻力，但

久受传统观念浸淫的中国人免不了受到

既有观念在互相折磨。

我们的观念依旧停留在一种缺少权

利意识到“未成年”状态，要从这种蒙昧

的状态中唤醒，缺少不了法律的保障，法

律是社会制度运作的规范。除了写进高

文典册的法律文本之外，配套的设施也

应该有所保障，否则威严的法律就会陷

入执行难的泥潭。就妇女在公开场合哺

乳而言，有必要在公共场所增设哺乳

室。在解决途径上中西方是殊途同归。

当然问题还是要归结到观念上。在

国内商场、超市、影院等公共场所设立母

婴室是存在难点的。其一无疑会增加商

家的经济成本。在某些商家本小利薄的

实际面前，这就要求公共权力与法治观

念能有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一味的以

法令的形式推广这种利民之举显然不是

最佳选择，公共权力应该从公共层面上

对此事进行扶持，此外更应该以身作则，

将在公共场合哺乳是女性的天然权利与

尊重哺乳的女性并为之提供必要的哺乳

室作为一种法治观念推广开来。

习惯上是如此并不等于一直如此，

法律上的规定也不一定就代表着贯彻执

行，制度上、配套上设施上的有力支持有

助于法律的实施，当然观念上的改变或

许才能够最终解决问题。

“内地的大学怎么会是这样子

的！如果有可能,我们的孩子只选香

港的大学。”

——《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称，面

对高校招生这一每年都要上演的“常

规战争”及各种“招生乱象”，“考生和

家长在无奈之中只能如此‘用脚投票

’:他们在遭遇多所名校围追堵截后，

纷纷放出同样的话来说。”

“接待就是生产力。”

——一则甘肃省天水市接待办

公室的标语在网上热传，引发广大网

友的围观和热议。许多网友调侃说，

“这绝对是个天才般的创新，此语道

出了接待办的心声。”

“贫困线”提高甚好，若“指数化”更好

钱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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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常心态
看待高考成绩

近几天，各省市的高考成绩已陆续发

到考生手中，在高考分数面前，每个考生

都不可能表现出不在乎，正如一位学生所

说，多年的苦读，不就是为了高考么？

诚然，哪个考生不希望自己考得最

好，可高考本身就是选拔性考试，就是择

优录取，总会有考出好成绩的高兴者，有

考得不好的失落者，无论高考成绩如何，

在事实面前，此时此刻，每个人都应当保

持一个正常的心态。

如果，我们每个人将自己理想的实现

划分为几次战役的话，那高考仅仅是一次

较大的战役而已。如果在这次大考中考得

好，说明自己阶段性奋斗获得了胜利，值得

祝贺。不过世事总是难料，有人却在这次

战斗中失败了，那也只是局部的失利，没有

什么大不了的，大可不必懊悔不已，更不应

该自暴自弃。在现在高考升学率如此之高

的语境下，你考不上重点大学，可以上普通

高校，普通上不了，还可以上三本，如果有

人不想上三本，专一的实用性专业设置也

是非常好，可以报考，即使有同学连这些分

数线也达不上，那一些高职类院校不需要

你考多少分，只要你参加了高考，就可以注

册入学。总之，“条条大路通罗马”，上大学

不是难事。即使你在今年的高考中落榜

了，明年还可以重来，就是不上大学，成才、

成功之路也很多。只要你坚持不懈学有专

长，就会有出路。

近日，香港卫生局长周一岳表

示，大陆供港食品的安全率达到了

99.999%，这在全世界都是很难得

的。周一岳感谢内地在供港食品方

面给予香港很大支持。(6月 24日

《广州日报》)

某种意义上内地蔬菜安全做不

到香港的“99.999%”，不完全是监管

不想作为问题，而与事实上巨大的

成本有关。“检测监管成本”必然转

化为社会成本，成为推高食品价格、

其他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香港经

济发达可以承担在蔬菜上“掐尖”的

社会成本、价格成本，内地部分发达城市和

部分富裕人群可以，短期内放之全国是否

可行？当然，理论上可行，问题是这种不可

避免的社会成本、涉及千亿万亿的“成本”

政府方面如果无法承担得了，或者说一些

地方因经济或财政因素无法承担的话，完

全将这种“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绝大

多数消费者是绝对承受不了的。这恐怕是

明知可以“复制”，却又只能“临渊羡鱼”的

主要原因。 毕晓哲/文 美堂/图

供港食品安全率99.999%的“成本问题”不容忽略

去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

2300 元(2010 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

标准，这个标准比 2009 年提高了 92%。按

照新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将从 2688 万

人增加到 1.28 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的

13.4%。（6月24日《人民日报》）

1985 年，中国将人均年纯收入 200 元

确定为贫困线，2009 年这一标准为 1196

元，24 年来增长约 5 倍；而在此期间，中

国 GDP 由 7780 亿元增至 33 万亿元，增长

42 倍。对此，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

政协委员、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沈雯递交提案称，太低的贫困线

让过亿居民人为“被脱贫”，建议现有贫

困线应至少提高一倍至 2400 元以上。是

年，中央就将“贫困线”提至 2300 元，着实

令人欣慰。

贫困标准提高甚好，但若能适时提高，

也就是实现动态化提高，将更好。如同个

人所得税一样，即使年年提高起征点，也可

能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因此，笔者建

议“贫困线”确定，能够随消费物价指数、工

资水平的涨落而浮动，最好是与国际接轨，

与高高在上、急剧膨胀的GDP相吻合，也就

是“指数化”。

贫困线，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

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

所必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贫

困线又叫贫困标准。国家也按照这个标准

向够不上贫困线的公民发放救济款物。事

实上，与国际上平均每人每天消费 1.25 美

元的新贫困标准（按照汇率计算相当于一

年 3000 多元人民币）相比，我国的 2300 元，

还是不高，没与国际接上轨。

近年来，物价频频上涨，从“蒜你狠”到

“豆你玩”，从“姜你军”到“糖高宗”，日用消

费品一直在攀升；而供水、供暖、供气、供电

等价格，也从来没放弃过上涨。如此背景

下，每天消费 1.5 美元，绝对属于贫困户。

可就这样的标准，中国还达不到。按照目

前的标准，也就是每天 6 元多，自然与现实

严重不符。

笔者认为，既然目前各种物价指标都

参照国际标准，与国际接轨，那么“贫困线”

是不是也应该时刻与国际接轨？面对物价

飞涨、通胀压力增大，提高贫困线可以帮助

更多的人，因为政府不但要考虑群众吃饭，

还要考虑教育和医疗保障。一天6块钱，现

在看来，恐怕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吧，更

别说医疗保障了！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以人为本理

念的具体体现。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

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指数化”提高贫困

线，让贫民更多，应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

本的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