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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苹果也得“实名制”谁该脸红？
李 清

实画实说
shihuashishuoS

近日，央视对北京东郊水果批发市场

和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销售装苹果纸箱

夹层中灌水泥欺骗消费者现象进行了报

道。几天后记者来到这两家市场走访，发

现装苹果的纸箱里多了一张张的“身份证

明”。新发地市场批发苹果的商户告诉记

者，从1月5日起，装苹果纸箱夹层中灌入

水泥的不准进入市场，更严格的是，现在卖

苹果已经开始实行“实名制”了。（1月9日

《山东商报》）

商户在装苹果的纸箱中灌入

水泥，不但欺骗了消费者，侵害了

他们的利益，更扰乱了正常市场

秩序。在媒体对这一现象曝光之

后，两家批发市场开始封杀“水泥

苹果箱”，并对卖苹果实行“实名

制”，无疑是亡羊补牢之举，能对

造假行为起到一定制约。

然而，卖苹果也实行“实名

制”，在笔者看来是一个莫大的悲

哀，这样的现象绝非正常。想想，

连几十元的简易包装苹果都要附“身份证

明”，人们购物时还能相信什么？

众所周知，商场、超市里出售的工业制

品，需要有规范的生产标识，但普通的生鲜

水果之类，只有极少数优质品牌才有“名

片”。批发市场卖的蔬菜水果，从来不需要

“实名制”，因为它们的品质往往一目了

然。更重要的是，低价的生鲜产品搞“实名

制”根本搞不过来。卖苹果要“实名制”，卖

梨、橘子呢？今后是否买把青菜，也要卖菜

者给一张“身份证明”？

事实上，在笔者看来，两家批发市场对

卖苹果实行“实名制”，也是被曝光后的临

时无奈之举，很难长期坚持下去。原因有

二：其一，既然装苹果的纸箱可以造假，纸

箱的“身份证明”就不能吗？其二，消费者

买一两箱苹果，尤其是买了送礼的，苹果或

箱子被发现有问题，很难会去找经营者算

账，毕竟成本较高，而且光有名字也难维

权。

市场对卖苹果实行“实名制”，缘于出

现了“水泥苹果箱”，而在装苹果纸箱中灌

水泥，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按照一些

商户的说法，是因为苹果价格上涨，卖苹果

不赚钱，只好使用“水泥纸箱”来增加重

量。其实，真正的原因，无非一是经营者诚

信缺失，二是市场管理者失职。现在，类似

“水泥苹果箱”之类“营销创意”，正呈越来

越多的趋势，如果只是推出卖苹果“实名

制”之类，公众只能悲哀无望。

送份“廉”礼
高国春

俗 话

说：“人非

草木，孰能无情?”人是有感情的高级动

物，正常的人情是必要的，也是人类社会

文明的一种标志。尤其我们中华民族是

礼仪之邦，重情尚义历来是传统美德，人

与人之间更重感情。每到春节，人们总喜

欢带着礼物，捎上祝福，登门拜年，以表达

彼此之间的深情厚谊。

应当说，情理之中的“礼”是必要的，

也无可非议。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有些

人片面地认为“礼不重，情不深”或戴着

“势利眼镜”来送年礼。因而，年礼的含

“金”量倍增，而含“情”量陡降，使得年礼

变了“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利”字。

我们有些人带着明显的功利目的，看人送

年礼。对于那些能够决定自己命运或有

事相求的当权者则不惜血本；而与自己利

益不大的，就大相径庭了。另一方面是

“比”字。在送年礼的过程中，我们有些人

不是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而是盲目攀

比，使得年礼越来越“花”、越来越昂贵。

殊不知，这样送年礼，有悖于我们中华民

族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成了

人们的一种负担。

记得孔子曾教育自己的学生：“礼，与

其奢也，宁俭”。唐代诗人李白也曾说过：

“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要表达对长

辈、师长的培育之情；父母、兄弟、子女间

的血缘之情；同事、部属、战友间的亲近之

情，不在乎礼品的丰厚与否。报答父母的

养育之恩，在于孝顺、在于父母有病时的耐

心服侍、在于他们孤独时能够多陪说说话；

回报老师的培育之情，在于自己学业上的

不断进步；感谢领导的培养，在于工作上的

支持；同事之间，在于正常的、纯洁的同志

之情。本来，礼尚往来，情在其中。如今，

有些人把情谊蜕变成赤裸裸的金钱交易，

实行“利”尚往来，就破坏了人们之间的真

诚情谊，败坏了纯朴的社会风气。

有道是：“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

桑塔亚那曾说过：“一个朋友的唯一礼物就

是他自己”，便道出了人际交往纯情的真

谛。平时我们工作、学习较忙，春节放假时

间相对较长，是走亲访友的好时机。虽然

表达感情的方式有多种，但应俭朴却是永

恒的主题。因此，年礼不用多么昂贵，只要

能表达感情就行。尤其是2009年以来，全

球经济危机，经济状况不太好，更应该厉行

节约，钱赚的有限，得省着、算着花。

近年来，新兴的“电话拜年”、“送贺卡

拜年”、“送书拜年”等就不失为送“廉”礼

的好形式。愿我们都能珍视“礼不在厚，

友情为重”这一古朴民风，在春节拜年时，

送份“廉”礼。

（作者系合肥市政法委干部）

新年寄语

某领导会见一位外籍客人。事前

已经知道，这次会见只是一般性接待，

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但寒喧一番之

后，这位领导还是说，希望以这次会见

为契机，加强联系云云。听了这话总

觉着有些别扭,似这类礼节性的会见何

来什么“契机”？

上网“搜”了一下，发现在各种活动

中，“以……为契机”的提法真的很多

很多。如：以培训为契机，以检查为契

机，以创优为契机，以低碳指数为契机

等等，不一而足。更离谱的还有以喜

迎中秋节为契机，以“3·15”消费者权

益保护日为契机。试想：这中秋节、

“3·15”哪一年没有，假如年年这样“契

机”下去，岂不没完没了？遍地都是契

机，也就没有契机可言了。

翻了一下《辞海》，那里面的解释是

“契机 亦称‘环节’或‘瞬间’。事物发展

或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的关键、枢纽、决

定性的环节。在由量到质的转化过程

中，契机就是关节点。”对照这个解释，不

难看出，上面所举那些例句，有不少或牵

强附会，或离题万里。“以……为契机”成

了某些领导的习惯用语。究其原因，大

致有二。一是有的人并未弄明白它的含

义，就胡乱引用；二是有的人喜欢赶时

髦，往往人云亦云。总之，这类现象折射

出一种不健康的文风。

还有一些领导人，作报告，写总结，

发文件，总是脱离不了一种八股腔，喜

欢穿靴戴帽，老生常谈。在许多场合，

都少不了一段“定式”的文字。“在××

正 确 领 导 下 ，在 ×× 大 力 支 持 下 ，

在××亲切关怀下……”，一整套内容，

随处可见。试想，一篇千把字的文章，

就有上百字重复过无数次的“定式”文

字，怎能不令人生厌？

文风是领导作风的一种反映。文风

不正势必影响领导作风。什么时候我们

的公仆们在作报告，写总结，发文件时，

能够少一些空话、大话、正确的废话，多

一些清新鲜活，切合实际的语言，让文风

有一个大的转变。

（作者系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

宜人

“契机”何其多

重庆即将开征房产税，消息来自正在

召开的重庆市“两会”。据悉，财政部已经

原则同意重庆开征商品房房产税，具体实

施方案由地方政府制定，报财政部备案。

重庆市正抓紧完善相关方案，有望在今年

一季度出台文件开征高档商品房房产税。

房产税争议数年，重庆即将成为“第一

个吃螃蟹”的城市。房产税一旦开了头，或

许很快就会在全国推行。所以，重庆将对

高档商品房如何开征房产税，不只是重庆

市民关心，全国各地的民众也非常关注。

重庆开征房产税的方案尚未正式向社

会公布，不过，近一年来征税方案内容也多

有媒体报道。而回顾这段时间以来舆论最

担心的问题恐怕有两个：一是开征高档商

品房房产税会不会大规模伤及中产阶层；

二是房产税一旦开征，地方政府会不会为

了增收，而进一步扩大征收的对象和范围。

中产阶层上无富人之财力，下又不能

享受政府的住房保障，可以说是商品房的

消费主力军，是高房价的最主要承担者和

“受害者”。房产税如果是为打击高房价而

来，那么，中产就是最不应该受到打击的对

象。因此，对房产税开征标准的界定至关

重要。标准过高，政策效果不明显；标准过

低，那么，就必然大范围波及中产。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重庆将高档商品

房定义为平均房价的 3 倍，开征既按面积

也按套数，别墅将直接开征。如果方案确

实如此，那么，重庆方面有必要向公众解

释，如此界定的理由，以及按照这样的标准

将有多少重庆市民被课征房产税。实际

上，不论最终确定什么样的标准，重庆方面

都应该向公众一一列举出具体的理由和征

税人的范围。如果税基过大，那么显然有

很多中产是在误伤之列。

如何减少房产税对中产的误伤，除了制

定合理的征税标准，还要在税率以及税收返

还方面有必要的政策安排。一方面对那些符

合征税标准的上层中产，不应课以重税；另一

方面，对那些仅仅是房子较大而收入不高、家

庭负担较重的中产家庭，应该有免税和返税

条款。当然，这些都应该公开、透明地运作。

房产税之所以备受争议，更重要的是

因为，借打压房价开征房产税，为地方政府

正式开辟了一个新财源。地方政府因房价

下降而减少的土地收益，将在房产税中得

到弥补，而且在不远的将来，土地财政枯竭

之后，通过扩大房产税的征收范围，又是不

尽财源滚滚来。在当下征税程序并不十分

规范的情况下，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今天向高档商品房征了房产税，谁能保证

明天不向中档商品房征收？

无论是什么地方开征房产税，都应该

从制度设计上打消民众的这种疑虑，不能

给地方政府过度创收留下政策后门。相对

于具体的房产税征收方案设计，更重要的

是如何限制地方政府征收房产税的权力。

征收房产税的权力不受约束，那么“误

伤”的不仅是中产而可能是所有有房产的

人。因此，令各界期待的是，重庆作为率先

开征房产税的城市，不但要成为让房价回

归理性的模范，更应当在自我限制征税的

权力方面成为榜样。

即便一项税收有良善的动机，但是，向

特定人群征税同样也触及公民权利的敏感

神经。因此，地方政府向私产征税，必须要

慎之又慎，要充分考虑征税带来的社会后

果，更要回应民众最集中的利益关切。

开征房产税别误伤中产
邢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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