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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夜晚，寒风瑟瑟，大

街上也失去平日里的喧闹，仿

佛一切生活的热情都在这寒风

中慵懒地缩回了被窝，但在一

个地方却是例外，12月22日晚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礼堂内，虽

然室外温度已是摄氏零下二

度，但礼堂内的热情却让同学

们感觉到这个冬天似乎根本没

有来过。在那里，娃哈哈营养

快线“幸福牵线杯 我是OK王”

大型歌艺比赛正在进行中，由

于第一站在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的成功举行，第二站得到了安

徽建工学院的积极响应及配

合，这次活动也成为安徽建筑

工业学院师生们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高校热爱文艺表演的学

子们对此更加热捧。活动期

间，院系领导也多次对娃哈哈

集团关心学生课余文化生活，

关注学校精神文化建设表示感

谢。

在活动当晚的现场安建工礼

堂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很多

没有票的同学更多地选择站在

走道，拥堵在侧门口，更有甚者

是其他周边友邻学校组团前来

观看。此情此景也激发了选手

们的极大热情，你方唱罢我登

场，场下叫好声一浪高过一浪；

有些干脆就来个“寝室总动

员”，全寝室成员都参加比赛。

现场一位大四的同学不禁

感叹地说：“我是快毕业的人，

今天的比赛加深了学校与社会

之间的交流，同时像这种大型

活动也是展示我们学生青春健

康有理想有抱负的一面。娃哈

哈能为我们普通大学生提供舞

台，让我们感到娃哈哈作为中

国自己的民族企业是有社会责

任感的！”另一位参赛同学则打

趣地说：“自己是第一次上台唱

歌，虽然很紧张但觉得自己表

现得还不错，也许是因为赛前

喝了娃哈哈营养快线的结果

吧。”

娃哈哈营养快线，是娃哈哈

集团根据中国人独特膳食结构

和营养状况，精心研制而成的

一种全新的牛奶果汁饮品。纯

正果汁与香浓牛奶的完美结

合，让营养快线不但拥有来自

牛奶的丰富营养和钙质，而且

还有来自果汁的丰富维生素。

人体所需的维生素A、D、E、B3、

B6、B12、钾、钙、钠、镁等 15 种

营养素一步到位，让你轻松承

受压力，接受挑战！早上喝一

瓶，精神一上午！

面对饮料行业不景气，在

一些进口饮料企业紧缩银根，

减少市场投入力度时，娃哈哈

却迎难而上，积极赞助开展校

园文化活动，并与安徽市场星

报社强强联手对获奖选手提供

了各类奖品进行赞助，包括

2011 年全年市场星报订报卡，

体现出一个负责任的民族企业

的社会奉献精神！

（二）

中央纪委发出通知
加强节日廉洁自律

据新华社电 中央纪委监察部日

前发出通知，要求党员干部在2011年元

旦春节期间，加强廉洁自律。

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

立廉洁从政意识，严禁以各种名义接受

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和

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严禁利用职

务之便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

宴请以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

排。通知要求，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

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相互送礼、相

互宴请等拜年活动。

五市选前提民调
台北市长遭罚50万

星报综合消息 台北市选举委员

会昨天表示，台北市长郝龙斌在五市选

举前夕，引用民调拉票，违反“选罢法”，

将处新台币50万元罚金。

台北市选委会监察小组昨天下午

举行会议，讨论郝龙斌于11月20日在国

民党台北市党部党庆大会致词时，引用

国民党内民调数据一事。监察小组表

示，27名监察小组成员一致认为，郝龙

斌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53条

的规定，初步决议开罚50万新台币，呈

报选委会通过后，就可开罚。对此，台

北市政府发言人赵心屏说，尊重选委

会，郝龙斌会依法缴罚金。

今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或突破2万亿

“土地财政”高地价推高了房价
“土地财政”

造就了“征地—卖

地—收税收费—抵

押—再征地”的模

式，其中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成为最

大的受益者。不少人认为，房价居高不

下的重要原因在于有些地方为获取高额

的土地出让金，采取种种措施，推高地

价、推升房价。更有舆论称，“土地财政”

是高房价的罪魁祸首，“土地财政”不除，

房价下不来。 据《人民日报》

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相当于

同期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截至目

前，北京、上海今年土地出让金已破千亿

元，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由于土地供应

量约为过去两年的总和，今年全国土地出

让金有望突破2万亿元。

近10年来，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迅速增

长，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比重不断提升。资料

显示，2001年～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

9100多亿元，约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

入的35%；2004年，收入近6000亿元。2009

年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

总收入的46%左右。在有些县市，土地出让

金占预算外财政收入比重已超过50%，有些

甚至占80%以上。另外，附着在土地上的收

入，还有名目繁多的费。土地从征用、出让到

规划建设等环节，土地管理、房产、财政、水

利、交通、人防等部门，都会收取不菲的费用。

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09年末，地方

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而

卖地收入是还贷的主要来源。正是认识到

土地的资本和资产功能，越来越多的地方

开始走上了以“经营土地”来“经营城市”、

“经营发展”的道路。

土地出让金收入逐年增多

在“土地财政”模式下，难免产生高价

地进而产生高价房，有悖于国有土地为全

民所有这一基本属性。

客观地说，十几年来，“土地财政”对缓

解地方财力不足、公共品供给融资难，创造

就业机会和提升城市化水平等都有很大促

进作用，功不可没。然而，“土地财政”为人

诟病，不在于地方政府由此获得了较为充

分的财政收益，而是获得这一收益的过程

不尽合理、公平，以及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弊

端。而房地产业是这一模式的下游出口，

城市购房者最终为高房价“埋单”。

“土地财政”的收取和使用还严重透支

未来收益。中国土地学会副会长黄小虎

说，各用途出让的土地达40年、70年不等，

地方政府在出让土地时，按照年限累计的

地租做了一次性收取并用于当期支出，虽

然短时间增加了财政收入，但实质上透支

了未来几十年的收益，势必损害子孙后代

的利益，相当于“寅吃卯粮”。

“土地财政”也是不可持续的。一个城

市的建设用地总量是有限的，一旦卖完，后

续的财政开支就得不到保证。“城市化进程

还有 20年左右就会达到 70%的平稳期，

‘土地财政’之路只能是短期选择，绝非长

久之计。”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副总工程师

邹晓云说。

过度“以地生财”害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