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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墙防盗
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为了防盗，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楚门

镇坑郑村岙底自然村的76户村民，日前自

发集资修了一道城墙将村子“围”起来。

村委会主任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修城墙防

盗效果好，一个月来无一盗窃案发生。

据村委会主任说：“当了9年村委会

主任，办这件事，村民们心最齐。”显然，日

益恶化的治安状况，已让村民们深受其

害。安全祥和，成为村民最一致的愿望。

然而，于长治久安，这堵墙未必有多

少用。虽然“一个月来无一盗窃案发

生”，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银行卡、

人民币都能造假，破解“IC卡刷卡进村”

就更不是什么难事。而且，一堵高墙横

亘，山村的自然景观遭破坏，让人“添堵”

不说，本来是三面环山，再在唯一迎风的

一面竖起高墙，或许还会影响村子通风。

显然，这堵墙其实提出了一个普遍

存在又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富起来

以后，怎样才有一个安全祥和的生活环

境，是无奈之下靠有形的城墙“保驾”，还

是着力于提高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思想道

德水平，从根本上改善治安、建设平安社

会。如果是前者，那么，其实也并不是我

们真正所想要的那种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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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息之外，稳定经济还需做更多！
刘 鹏

中国人民银行决

定，自2011年2月9日

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

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

调 0.25 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

准利率相应调整。

在 CPI 高涨不下，通货膨胀预期明

显，负利之痛成为百姓最为直接感受的

情况下，央行于新年伊始再次加息，利用

金融调控手段，调节市场中的货币流量

与流向，这无疑可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减

轻百姓负利率之痛。

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全国

乃至全世界的通货膨胀现实，是多种原

因造成的，其解决显然也不可能完全依

赖货币调节来实现。除了加息等从紧

的金融调控手段之外，经济的理性、稳

健发展，通货膨胀预期的消除，百姓幸

福感与尊严感的实现，尚需要从多方面

同时努力。

其一是统筹兼顾、平衡经济发展，加

大物资供应。行业之间、地域之间经济

发展的不平衡，是经济不稳定的最大因

素。比如近一到两年来，全国农副产品

价格反弹式大涨，成为推动 CPI 高涨的

主要因素，除了炒作等外在影响之外，其

根本原因，不得不归于农业和工业发展

的巨大差距，归于农副产品总体供应不

足。因此，依笔者之见，平衡经济发展、

加大物资供应显然才是解决通货膨胀的

最根本办法。

其二是进一步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居民收入

差距拉大，有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因素，

但更有分配体制不尽合理的原因。通

货膨胀预期加重，老百姓的感受明显，

是物价非理性上涨的事实，然而根本原

因在于：收入跑不过CPI，老百姓的收入

水平增长幅度与物价上涨幅度比差太

大。因此，有效而彻底地推动收入分配

改革，让老百姓的口袋鼓起来，能消费、

敢消费，无疑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才是解决通货膨胀以及负利的根本

之策。

其三是坚决暂停新增货币印发。

货币是一种媒介，是一种流通手段，经

济发展需要国家不断增加货币的供应

量，以实现物资之间的有效流通。然而

目前形势已经很明显，流通领域货币总

量已经过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通

货膨胀的最大推手。此时，中国绝对应

保持清醒和冷静，当以美国为鉴，暂停

印发纸币，以此配合央行从紧的加息等

金融政策，来实现抑制通货膨胀、稳定

经济的目的。

刚刚过去的大年初三，香港女导游因

强行购物辱骂赴港的一对皖籍游客引发互

殴，最终，三人均被罚款 1000 元港币。而

2010年轰动一时的香港导游强迫内地游客

购物的“恶女珍”事件刚刚平息（本报昨日

报道）。人们不禁要问：类似事件频发的症

结究竟在哪里？

实际上，在2011年最新公布的境内外

旅游目的地人气排行榜上，香港成为内地居

民选择出行人气最旺的目的地。但是目前内

地旅游市场上港澳游价格却十分混乱。按四

天三夜香港游计算，吃住费用大约要700元，

门票费用还要300多元，一些旅行社以600元

或者更低的价格收客，哪里还有利润？

与这种“零负团费”相对应的是，旅行

社普遍对导游采取“零底薪”的工资制度。

据香港导游总工会会长黄嘉毅介绍，目前

大约八成香港导游没有基本底薪，绝大部

分收入是通过购物抽取佣金。不光是在香

港，内地很多导游的“命运”也是如此。

而当“零负团费”遭遇“零底薪”，双重

压力产生叠加效应，导游为了生存，只能靠

拼命地鼓动甚至强迫购物，导游、旅行社、

购物场所之间便产生了利益链条，并逐渐

演变成为旅游行业挥之不去的潜规则，这

便是隐藏在该事件背后的症结所在。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旅游行业

难题，必须找准症结，多管齐下。首先，游

客要警惕低价团，“便宜没好货”，过于便宜

的代价很可能是被强制购物。其次，旅行

社还是应该本着诚信经营的原则，规规矩

矩办事，给导游从业人员起码的物质保障，

调整导游人员薪酬制度，通过不断提高旅

游服务品质来赢得游客青睐。

最后，有关部门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旅游

行业的监管，引导旅游市场健康持续发展，

通过强有力的措施消除行业潜规则。只有

这样，游客的旅途才会真正开心、舒心，旅游

价值也才能真正彰显出来。

香港导游骂游客事件症结在哪里？星报人说
xingbaorenshuoX 宛月琴

春运的高潮一波接着一波，而“春运难”

的问题也再次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有关部门使出了浑身解

数，但“春运难”的局面仍无法破解。

从春运的规模上看，中国的春运是当之

无愧的“世界第一”。据铁道部的统计，在今

年为期40天的春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

旅客2.3亿人次，同比增加2554万人次，增长

12.5%，日均达到575万人次。

中国的“春运难”，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人

口大流动。有趣的是，今年2.3亿人次的运输

量，与目前我国外出农民工的数量正好一样

多。事实上，每年的春运除了民工流、学生流、

军人流之外，还包括众多外地户口的企业白领。

春节回家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一家

团聚。于是问题就出现了：是什么让我们不

远千里外出打工？又是什么使我们外出打

工时不得不与家庭分离？

很显然，第一个问题与收入分配体制有

关。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人口迁移

的主要动因是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所

致。在我国，收入分配无论是在城乡差距还

是在地区差距上，都有逐年扩大的趋势。如

城乡差距，2009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了

3.33比1，考虑到各种福利差距，这个差距可以

达到6比1或更多。地区差距同样不可小觑，有

研究表明，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

1992年的0.15已经扩大到2007年的0.21。

于是，在发达地区强大的“拉力”下，大

批的流动人口奔向这些地区。在一些发达

的中心城市，流动人口十分庞大，比如深圳的

总人口才1400万左右，而流动人口就有1200

万人之多。在近2000万人口的北京，流动人

口也高达700多万。

第二个问题则与现行的户籍制度有

关。而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社会保障歧

视，使得流动人口对所在城市严重缺乏归属

感。从流动人口的角度看，鉴于在城市存在

着教育、医疗、养老等诸多的难题，愿意而且

能够举家迁移的为数不多，他们大多都是抛

妻离子，孤身到外地闯荡。

由此可见，要真正解决“春运难”这个问

题，不从根本上着手是行不通的。在大力发

展交通运输事业的同时，要更加重视体制上

的改革。只有努力改革当前不合理的收入

分配体制和分割的户籍制度，才能减少流动

人口的规模，进而减轻对春运交通的巨大需

求。这样，“春运难”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春运难”与收入分配、户籍制度有关锐评Rruiping 刘 鹏

今年春节堪称近十年来广州各

大医院急诊科最忙碌的一次，个别医

院接诊人数甚至达到往年的两倍。

医生提醒，除了继续做好“春节病”防

范工作，各类人群都务必要注意气温

变化，防范感冒威胁，避免因“节后综

合征”影响工作和生活。（2月8日《广

州日报》）

上述报道中提到了与疾病有关

的“节后综合征”现象，其实，因过节

而引起的相关节后“后遗症”又何尝

仅仅这些？因过节而引发的负面效

应，有的是以身体生病、找医院就诊

表现出来，有的却是以心理或生理上

的极度疲惫而表现出来。诸如：节后

的食欲不振、精神萎靡、恐惧节后的

工作压力，以及工作没心思、不在状

态等。春节过后，解决好“节后综合

征”是每一个上班族都得面临的一个

问题，某种意义上不容小觑。

一是要将“吃出来的吃回去”。

“节后综合征”，无论是心理的还是生

理的，很大一部分与过节期间的吃喝

不节制有关。大鱼大肉和高档类饮

食过多，导致肠胃和心理上不堪重

负，因此，应该像有关专家建议的那

样，在节后尽快从饮食上进行调整。

适当多补充维生素，多选择吃些绿色

蔬菜如：菠菜、胡萝卜、韭菜、油菜、红

薯等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另一方面

从节日应酬的烟酒过多中解放出来，

在节后给自己的身体真正“放放假”

或是避免或减轻“节后综合征”的一

个关键。

二是尽快收收心。在节日结束

前 一 两 天 就 应 该 尽 快 调 整 心 理 状

态，外出的应提前归家，以给自己心

理上一个缓冲期间；部分人群在节

日结束前的一两天里多看看书、给

心灵上“充充电”，多一些预防和心

理准备是有助于克服和避免“节后

综合征”的。

治疗“节后综合征”
需多管齐下

毕晓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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