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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司长许

昆林表示，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关于要求商

品房明码实价的相关规定，将在近期推

出。按照规定，开发商必须一次性公布房

源，每一套商品房、代办业务的费用及物

业费用都必须明码实价，不得在标价之外

再加收任何其他费用。开发商可以在标

价的基础上打折、降价，但标价不得超过

申报备案的价格。只有再申报备案价格

后，价格才能根据再备案的价格更改。（3

月16日《京华时报》）

商品房明码实价并不是过分和额外

的要求。1982年我国就把明码实价作为

行业的基本制度，1987年国家发布了明码

实价管理条例，不按明码实价的就属于违

法。自1998年以来，国家和省市就多次出

台相关公共政策，专门对商品房销售明码

标价分别作出管理规定和实施细则，其中

最为重要的内容是要求经营者在经营场

所或收费地点的醒目位置公开标示价格

和服务收费标准。

然而，笔者觉得，要想让商品房明码

实价，变得货真价实，必须具备几项前提

条件。首先，要保证商品房标价“不注

水”，实打实。从目前已推行的商品标价

来讲，有些商品标价很随意，经常虚假打

折，这不仅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也损害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使商品房标价合

理，政府起码要掌控商品房的成本与合理

的利润，比如合理的利润可以规定为不超

过房价的10%。惟有“不注水”的房价，才

能做到明码实价。

其次，要建立在商品房合理价位之

上。就目前全国而言，一些城市房价远远

超出普通老百姓的消费底线，如果没有真

正有力的调控政策，即便实现商品房明码

实价，对普通公众而言，也无力购买。

此外，遇到商品房不明码实价，该如

何处罚。1998年5月1日实施的《价格法》

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经营者违反明码标

价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

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区区5000元的

处罚，显然难以让充满暴利的房地商低

头，起不到有效的惩罚威慑作用。

笔者觉得，国家层面有必要对商品房

明码实价，特别规定更加严厉且详细的公

共政策以及法律条文，让开发商不敢轻易

不公布实际房价。

商品房明码实价的三个前提
吴睿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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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失落的四大古城

1印度桑吉 桑吉是印度一座不朽的历史

遗迹，其上有50座佛塔。它是佛教艺术

和建筑学经历兴起、发展和死亡的地方。

2秘鲁马丘比丘 神秘的马丘比丘遗址

是一座新大陆发现之前就存在的印加遗

址，位于秘鲁印加圣谷上方的山脊上。

3 英格兰巨石阵 对当今研究人员来

说，这些巨大的环形垂直岩石结构和数

百座古墓都是个谜，它们可以上溯到新

石器时代。

4 非洲大津巴布韦 公元1250年到1450

年间，大津巴布韦由非洲本土人建造。它

充分显示出非洲古代的精湛建筑技术。

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问路一元”的背后时评

shipingS

据网友称，南京鼓楼一报刊亭挂出告

示牌：“问路太多，一次1元！”此举招来网

友热议。亭主接受采访时回应称，自己生

意太忙，挂牌只是为提醒他人不要向自己

问路。（3月17日《扬子晚报》）

其实单纯从道德角度来指责摊主是有

失公平和不负责任的，这等于是让摊主承

担了比其他人更多的道德责任，使其不堪

重负。报摊摊主挂出“问路一元”的告示

牌，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目前城市服务功能

的滞后。

现在很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都一味地

追求速度和规模，但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

却往往考虑不周，缺乏人性化，让城市变得

越来越不宜居。“问路一元”的现象并不只

在南京街头存在，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有，其

实它完全可以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比如

说，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在街头安装一些“自

动指路机”？这些“自动指路机”一要有显

示问路者当前所在位置的功能，二要有作

为从当前位置到目的地乘车指南的功能，

包括乘坐哪路公交、几号线地铁可以到达

目的地，如何换乘，以及乘坐出租车到达目

的地的距离和收费等情况，让问路者一目

了然。 苑广阔/文 李宏宇/图

应对抢盐谣言，我们需要普及科学常识
武少民

3 月 17 日，针对我

国部分地区出现的食盐

抢购现象，中国盐业总

公司成立了以总经理茆

庆国为组长、副总经理

董永胜为副组长的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启

动应急工作机制，要求各地盐业公司确保

食盐市场安全供应。加强销区市场管理，

加大成品盐调拨力度，充实各级库存。据

了解，中国食盐大部分是矿盐，矿盐资源

充裕，供应不成问题。即使是海盐，亦远

离日本，被污染的可能性很小。

官方的这一表态，以及各地采取的行

之有效的措施，无疑会缓解民众的恐慌情

绪，抢盐这一非理性行为也会渐趋降温。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联系到此前也曾发

生过的抢口罩、抢水、抢板蓝根等抢购现

象，不能不让人深思。

食盐抢购现象暴露出科学常识普及

还不够。此次食盐抢购，广东、浙江、江苏

等沿海地区首当其冲。据分析，引起此次

食盐抢购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近期民

间盛传补碘可防止核辐射；二是认为海水

质量将受到核污染，今后生产的海盐不安

全，不能食用。

对此，相关专家已明确表示，食盐

里碘的含量是很低的，而且碘酸钾不

同于碘片里的碘化钾，市民就算吃很

多盐，也起不到多大的防辐射效果。

而针对海水受辐射污染这种担忧，从

目前监测的情况来看，民众也不用担

心，因为海水被污染的可能性很小。

此外，我国食盐大部分是矿盐，海盐的

量不会超过 20%。广东省大概也只有

三成左右的食盐是海盐，而且我国矿

盐资源充裕，不会供应不上的。还有

学者说，退一万步讲，即使抗辐射，你

也不能拿盐当饭吃，这充分暴露人们

的科学知识还相对匮乏。

一位哲人说过，灾难并不可怕，可

怕的是人们思想的愚昧与无知。当今

中国，无论是我们的经济总量乃至民

众的受教育程度，都已今非昔比，科学

知识更为普及。尽管如此，我们仍然

不得不面对一些抢购风潮。

谣言止于人的自觉。针对谣言，政府

及相关部门要负起责任，要在第一时间辟

谣，通过科学知识粉碎传言，要对市场进行

全面监管，在加大物资供应的同时，对哄抬

物价、囤积居奇者严厉惩处。作为社会的

一分子，每一个民众都应负起责任，与政府

站在一起，联手应对灾难，不仅要懂科学，

更要相信科学，不仅不能信谣，还要做到不

传谣，主动抵制谣言传播。毕竟，社会恐慌

损害的不是个别人的利益，而是社会整体，

与我们每个人都休戚相关。

星雨

“玩游戏，玩电脑，痛快玩，继续玩，

再玩……”小学四年级一男生自拟最喜

欢的课程表，每天七节，“玩”成课程的

主打，此“想得美”在汉网上贴出后，引

发网友热议，不少人认为，“玩”已成为

孩子的奢侈品。（3月17日《武汉晨报》）

孩子“想得美”，说明“学得累”。但

问题是，即便课程设置网开一面，满足

孩子“想得美”，他们未必能玩得巧，玩

得活。因为观此“课表”，孩子们“玩”即

电脑，“乐”必游戏、动画，纵然玩得废寝

忘食，天昏地暗，除消磨时光，除有碍身

体发育，并不见啥可取处。

在题海战术、死记硬背的“熏染”

下，纵使孩子们放松身心，放开手脚，

在玩法上也难免“应试”的痕迹，沦入

为玩而玩的局限。又由于缺乏“玩”

的灌输，一旦让孩子海阔天空，玩所

欲玩，他们反倒容易走“玩”入魔，为

玩所困。这其实并不奇怪，毕竟，让

在“玩”上本无多少“经验”的教师，以

己“昏昏”，令孩子们“昭昭”，未免太

强人所难。

玩是孩子的天性。而古今中外许

多人的经历更说明，如果在玩上玩得

用心，玩得其所，不但不会玩物丧志，

反会玩出花样，玩出名堂。像鲁班玩

成神匠，列文·虎克玩出放大镜、显微

镜，简森玩出望远镜，爱迪生玩成发明

家，都说明了这一点。只是对我们的

孩子而言，要么玩无时间，要么玩不得

法，以此缺乏童趣、童味的童年，又如

何让孩子心灵自由，想象丰富，创意无

限？又如何去承担建设祖国振兴中华

的重任？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

杰出人才？”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已六十

多年，我们始终与诺奖无缘？面对此

“钱学森之问”，及始终无缘“诺奖”的

尴尬，不独教育界，社会各界都应引起

深思。显然，均衡教育资源，提高教师

素质，转变传统观念，为孩子们切实减

负，是一个方面。但同时，让孩子们能

玩、会玩、善玩、玩出花样、玩出名堂，

也同样不容忽视。

孩子“想得美”，
更须“玩得对”

张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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