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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也收物业费？
闭门造车的房价目标应立即修改

余丰慧

住建部发出通知要

求，确定年度新建住房

价格控制目标时，要在

本地区内听取社会的意

见，并取得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已经公布

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的城

市，也要以适当的方式听取社会的意见，

并根据听取意见的情况，酌情调整已发布

的调控目标。(3月30日《新京报》)

从已经公布城市的房价控制目标看，

有这样几个特点，这些特点也是社会民众

非议最多、最不满意的地方：一是普遍与

GDP增速挂钩；二是普遍在10%左右，许

多城市高于10%；三是都是涨幅指标，除

了北京市，没有一个城市确定为下降指

标。社会民众得出的结论是，房价控制目

标成为了涨价目标。按照这个涨价目标

一些城市房价非但不能降低而且还要涨

价，因为，一些二线特别是地市级城市本

来房价涨幅就不到两位数。如此确定个

两位数涨价目标，房价岂能不涨。

房价控制目标与GDP增速挂钩必然

出现两位数以上的控制目标。因为，大部

分省份城市GDP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

当然，如此确定房价目标也不能全怪罪地

方城市政府。国八条要求：2011年各城市

人民政府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目标、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

力，合理确定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

制目标，并于一季度向社会公布。国八条

要求首先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目标确定，地

方城市就看中这一点，却没有看中国八条

要求的另外两个指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这是国八

条本身存在的被地方城市抓住的“瑕

疵”。当然主观上还是地方政府房地产

GDP政绩、土地财政观念在作祟。

住建部在关注社会民众议论、意见甚

至极为不满的前提下，及时发出通知，要

求听取社会意见，取得社会的认同和支

持，并要求一些城市酌情调整已经公布的

房价控制目标，是完全必要，也是非常及

时的。如果再具体一点就更好了，比如：

如何听取社会意见、获得社会支持和认

同？应该具体要求各地房价控制目标底

线不能突破两位数。房价控制目标应该

着重与国八条要求的与“居民住房支付能

力”挂钩，支付能力的直接指标是房价收

入比，即与房价收入比挂钩。

在公布时间上，可以酌情放宽，比如

延期到4月底，以给一些已经公布城市一

个调整缓冲期限。最重要的是能够让各

个城市公布一个社会满意、民众认可、获

得广泛支持的房价控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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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后住宅小区有物业费，于法有

据。但最近《山东商报》爆出在青岛某陵

园买了墓地也要交物业费的消息。而若

是不交物业费，先人的骨灰会被当做无

主骨灰处理。

据了解，该墓园综合办公室窗户上

张贴告示“要从明年5月收取后面的物业

费了”、“作古的人也要交物业费。”很多

当地市民对于陵园收物业费问题感到非

常不解。“陵园明摆着就是强迫收费，先

人的骨灰就葬在那里，如果因为不交钱

先人骨灰就被毁坏，肯定会被人指责不

孝，这钱还能不交吗？这明显是‘霸王条

款’。”

手机彩信杂志《漫天下》独家供稿

脏水泼向猪农，双汇何谈重塑公信？ 陈小二

星眼版恭候读者来稿，尤其欢迎

时效性强、观点犀利、短小精悍的评

论稿件以及漫画作品。本版投稿信

箱：xbxy2010@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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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约见部分

“核心媒体”，并提到“瘦肉精事件是上游产

业链中养殖环节出现的问题，济源双汇的

猪源是在流通环节因为把关不严流入企

业”。一家大型肉企联系人对此言论表示

不满，认为双汇是按照猪的瘦肉率来收肉

的，它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3月29日《广

州日报》）

据上述“联系人”称：双汇在与猪农签

订的合同中规定，不到70%的瘦肉率将不收

肉；但是一般的猪瘦肉率是30%~40%。也

就是说，农民们即使再起早贪黑、勤劳肯

干，不依靠特殊手段，也是无法让一头正常

的猪瘦肉率达到70%的。

对于一般的猪农来说，能与双汇这样财

大气粗的企业联系上，起码风险要降低一

些，收益也好一些，所以，针对这样的合同，双

汇即使“店大欺客”，猪农们也要隐忍。

万隆现在有实力约见部分“核心媒

体”，试图尽量撇清自己的责任；但是，谁去

倾听那些猪农们的心声。双汇在撇清自己

的同时，是在向猪农身上泼脏水。

市场中，企业应当具备基本的商业伦理

与道德，要致力于建立经济与正义、人道相

一致的这样一种秩序。对待涉及食品安全、

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企业的担当尤为

可贵。因为这不仅是一个企业、一个品牌的

问题，涉及的其实是整个行业产品的公信力

问题。所以，双汇的任何狡辩都会被公众看

成是对原本脆弱的“公信力”的打击。

三鹿事件的余震，至今困扰着中国的

奶企；双汇的“东窗事发”，影响的当然不仅

是双汇本身。企业现在不能仅把目光盯着

自己的损失，关键是要勇于承担责任、查清

问题、正本清源……这样才能重新树立起

自己的品牌，重塑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