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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毒洋垃圾围城
须追究法律责任

“宝贝” 王恒/漫画

□于文军

中国遭万亿吨剧毒洋垃圾围

城，医疗针头被当玩具。美国的废

弃塑料、英国的医疗垃圾，最后的归

宿竟是远渡重洋，在中国沿海的码

头卸货。洋垃圾有多毒？有些洋垃

圾回收工厂附近的河流里，鱼虾早

已死绝；当地农民已经不再喝自家

的井水，而是靠买水度日……（1月
4日新华网）

这些洋垃圾数量巨大惊人，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自2000年至2011年，中国从

美国进口的垃圾废品交易额从最初的7.4亿美元飙升到115.4亿美元，2011年占中国从美国

进口贸易总额的11.1%，仅次于农作物、电脑和电子产品、化学品和运输设备。

这些洋垃圾对垃圾处理地的百姓身体和生态环境造成了触目惊心的伤害，“洋垃圾”分

拣厂工人关节肿大无法伸直；布满细菌甚至可能携带病毒的医疗垃圾成了孩子们手中的玩

具。清洗焚烧洋垃圾，对水资源造成严重污染……令人悲催的是，大部分工人明知道这些

塑料垃圾会给自己的健康带来种种危害，但为了生存，他们却不得不坚持下去。

中国正在下大气力整治生态环境。在这种态势下，必须对洋垃圾进口叫“不”。不能一

方面大投入治理生态环境，而另一方面大量进口洋垃圾威胁着百姓的生命安全并污染着生

态环境，从而使美丽中国沦为洋垃圾场。无论洋垃圾中有何再生资源，无论洋垃圾的处理

有何巨大利润，这些都不应当成为进口洋垃圾的堂皇理由。按照国内相关法律，须对进口

洋垃圾予以严格限制，环保、海关等部门要依法监管，对顶风上者要追究法律责任。地方政

府要实现产业转型，绝不能让当地的产业利润带着员工的血与泪。

上调社保缴费基数
有“竭泽而渔”之嫌

星报时评信箱：
xbxy2010@126.com

02
2015年1月5日星期一

编辑丁家发 | 组版李静 | 校对陈文彪

□惠铭生

热RE DIAN LENG PING
点冷评

世SHI XIANG ZA TAN
相杂谈

铁路“临时欠编”
岂可理所当然
□司马童

1 月 3 日中午，有网友发布微博

称自己在官网上买了车票，上车时

却被告知没有票面上的车厢，最终

经过协商进了其他车厢。铁路部

门对此表示，这种情况属于“临时

欠 编 ”，会 预 留 席 位 以 便 安 排 旅

客。而网友称，自己虽然上了车，

但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还被询

问是否买的黄牛票，心情受到了影

响。（1月4日《东南快报》）
所谓铁路欠编，即是如某趟列

车满编为10节车厢，如果欠编2节，

即为8节。官方的说法称，欠编在铁

路运输调度方面时有发生，铁路部

门会预留席位以便安排旅客。

站在契约意识的角度，旅客花

了真金白银，从铁路官网等正规渠

道预购了车票，作为“合约”另一方

的铁路部门，理应向旅客提供票面

约定的服务内容。这当中，尽管客

运列车的“临时欠编”并不鲜见，但

却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旅客必

须无条件地接受相应变动。尤其

是像前述网友披露的那样，列车已

经“临时欠编”，列车员却还拦住旅

客，反问人家购买的是否属于黄牛

票——这种内部信息及时沟通上的

“失联”现象，无疑也折射了对旅客

合法权益的疏忽与轻视，隐隐衬出

了其爱坐不坐的“霸王习气”。

依我之见，“临时欠编”虽常有，

但“违约补偿”不能少。这还基于这

样的逆反思考：旅客要是没票，肯定

无法上车。所以，按照规则对等的

合理诉求，铁路客运服务中的“临时

欠编”，就不应挟“运输调度”之名，

以令旅客必须随时接受有票无厢、

任意换座。这种对人“契约主义”、

对己“自由主义”的霸气作风，要是

再缺了“违约补偿”来警醒“依约服

务”，岂非尽可以让铁路部门一切从

自我利益出发，对“临时欠编”想欠

就欠，且还根本没有任何力量来监

督其“真欠假欠”，或是“欠”得是否

合理与必要？

铁路“临时欠编”，岂可理所当

然。打个比方来说，要是这样的“欠

编服务”能被模仿借鉴，试问电影院

里某场电影观众寥寥无几，能不能

也来学学铁路部门推出“欠映模

式”，把买了电影票的少数观众，都

“换”到下个场次去集中赏片呢？如

此设想，当然会被称作异想天开。

那么，铁路客运列车常有的“临时欠

编”而不用“违约补偿”，怎么就容许

其长期存在而“见怪不怪”呢？

新华社：深改关键之年要有关键之为

“爱挑的担子不嫌沉”。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应统筹谋划，

摸准深化改革的规律特点，分清轻重缓急，扎扎实实推进改革，把攻坚克难的硬骨头找出

来，把需要闯的难关、需要蹚的险滩标出来，一鼓作气把改革难点攻克下来。

新京报：再次呼吁消防人员“职业化”

我国消防员主体为现役武警，服役多年累积了经验就得退役，新来的消防员则缺少经

验；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不能获得晋升；近年来出现的合同制消防员，也属于“临时

工”性质，人员流动频繁。消防人员“职业化”不能再拖了。

10086也可能假冒
小心骗子诈骗钱财！

最近，多地市民称，收到“10086”

积分换现金的短信，输银行卡和密码

后手机便死机，随即卡内的钱被刷

走。对此，大家务必提高警惕，防范

“航班取消”、“快递未取”、“医保卡冻

结”、“退费”等等诈骗手段。@央视

遇到劫匪抢劫
你可以给他这个……

微博网友“@Forever张永成”爆料

称，自己同学刚刚遭遇了抢劫，考虑

到自身安全，把手机、钱都掏给了劫

匪，另外还把手上的定位手表也给了

他。结果，在报案后不到三小时，劫匪

就被警方追踪抓获。防劫又多了一

招，你学到了么？ @楚天都市报

“领导高度重视”
没必要表达出来
□前 溪

1 月 3 日凌晨 4 时 25 分，哈尔滨

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哈尔滨”发

布消息，公布“哈尔滨市道外区太古

街 727 号库房火灾基本情况”。通报

全文共 585 个字，其中，“领导高度重

视”占去 258 个字，将近一半，引发热

议。（1月4日《东方早报》）
发生火灾，通报却是让“领导高度

重视”唱主角，这自然让公众难以接

受。然而，这么做却又是一种惯例。

发生火灾，领导必然要高度重视，

这是对生命的尊重，但对于公众来说，

最想知道的是火灾是如何发生的？死

了多少人？抢救的情况怎样？“领导高

度重视”，显然不是公众最为关心的。

通报为何突出“领导高度重视”？

有媒体分析，“领导重视”的潜台词或

许是“百姓放心吧，领导一定会给大家

一个交代”。也有媒体认为，灾难仅仅

成为“领导如何亲民”、“如何不辞辛劳

指挥救灾”的背景，灾情的悲剧被官僚

的逻辑异化为展示领导救灾政绩的喜

事。不过，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则

在于“官本位”，同时也在掩饰权力“过

失”，谁都知道，发生重大火灾的背后

必然存在诸多问题，在查明真相之后，

就要进行追责，可粉饰“领导高度重

视”，则既能够转移追责视线，又能够

拖延时间，或许还能够变坏事为好事。

哈尔滨这次火灾“火烧连营”持续

了二十多个小时，造成11层高的建筑

坍塌，5名消防员牺牲、14人受伤。记

者现场调查发现，消防通道被占、失火

建筑未通过消防验收、消防安全检查

缺失……显然，调查真相和追责才是

公众最为关心的。

客观地说，“领导高度重视”也是

必要的，领导高度重视了，救援等工作

会更顺利，但领导高度重视可以有，但

却不必“表达”出来。既然现在公众对

于“领导高度重视”反感了，那就不要

再延续此风。当然，要想让写通报的

工作人员删掉“领导高度重视”是不可

能的，因此，需要有制度保障。现在各

地对会风都进行了改革，对于“领导高

度重视”的写法也要改革，今后不要再

出现“领导高度重视”了。

步入 2015 年，记者梳理发现，全国已有天津、重庆、福建、江西等地执行新的社保缴

费基数标准。与 2014 年相比，用人单位和职工需要缴纳的社保费用均出现不同程度的

上涨。（1月4日《经济日报》）
一些省市缘何上调缴费基数？说白了，就是为了填补社保基金的“亏空”。对此，我们

不妨看一组数据：2013 年“亏空”959 亿元，2014 年则可能“亏空”1563 亿元。有专家预测，

2023年城镇企业职工含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将出现收不抵支，2029年累计结余将耗

尽。因此，财政部长楼继伟最近表示，中国的社保改革“不能再等，要快”。

一些省市社保改革是够“快”的。但显见的是，上调社保缴费基数这种“招数”，是在与

民意“唱反调”。因为“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50%，企业不堪重负，社会屡屡诟

病；还在于，这也与中央精神相背离，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扩大参保缴费覆盖

面，应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中央为什么强调要降低社保缴费率？个中原因恐怕并不复杂：一者，缴费越低，百姓手

里能捏到的钱就越多，这既可“富民”，又可拉动社会消费。二者，缴费越低，企业负担越小，

这既可让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又能避免将利润原本微薄的企业逼上“绝路”。

社保基金为何有“亏空”？仔细审视，原因多多。比如，财政补贴有限、央企“红利”输血不

足、外部筹资渠道单一等。再就是正如专家所分析的，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建立时间较晚，由于

历史原因造成了部分人员没有缴费或缴费积累不足，但按规定仍可享受社保待遇，为此社会

保险基金需要承担巨额的“改革成本”以支撑运行。也就是说，社保改革中是有成本的，但改

革成本却转嫁给了现有的企业职工，在让“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50%的基础上

“更上一层楼”，无视职工和企业的经济承受能力，以及由此高缴费所带来的种种“负能量”，如

损伤公众幸福指数和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等。这种做法显然一叶障目，有竭泽而渔之嫌。

社保改革，尤其是实行“并轨”，不能是政府按住“钱袋子”不想多补贴；更不能是让公务

员利益毫发不损，而频频让企业职工吃亏。所有利益主体的利益皆不变，唯有企业职工的

利益可变，这就是养老金“并轨”、社保改革遭遇瓶颈的问题所在，也是养老改革至今踯躅不

前、难以形成社会共识的“病灶”。养老“并轨”和社保改革的路径是清晰的，但缺乏的是改

革的决心和信心，尤其是个别特殊群体对自己的利益不敢“动手术”而已。所以，折腾来折

腾去的改革，吃亏的也就总是企业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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