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乱炖

化解地方债，摸底清理只是第一步

日前，审计署官网发布消息，根据国

务院要求，审计署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

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本次全国性审

计工作将于8月1日起全面展开，全国审

计机关将对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

性债务进行彻底摸底和测评。（7月29日

《新京报》）

对于地方债，清理摸底显然是一项

基础工作。只有掌握了整体情况和结构

状态，才有可能对症下药，找到解决问题

的办法。比如，从以往的情况看，虽然在

总额上尚处于可控状态，但从结构上看

却参差不齐。本次对36个地区的审计显

示，9个省会城市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

超过 100%，最高的达 188.95%，如加上政

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

达 219.57%。而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

不同，偿还债务的能力也完全不一样。

更重要的是，当前经济下行严重，财政收

入增长放缓，楼市调控对地方土地财政

又起到了压制作用，这些因素都加大了

地方债的上行风险。

不过，从之前的历次清理来看，由于受

债务透明度的影响，摸清地方债的数量极

为困难。很多时候，由

地方上报的债务数据

缺乏真实性，数据隐瞒

和数据浮夸同时存在：

对于医疗投入、农村债

务等等历史性债务，有

注水虚报的趋势，以便

为争取政策打下伏笔；

而对于融资平台衍生

的新债，又有刻意隐瞒

之嫌。这就是为什么

即便实施“债务锁定”

之后，一些债务不但没

有得到消解，反倒不断

增长。这其间固然跟

清理的体系有关，更恐

怕在于缺乏必要的配套措施，使地方债失

去有效管控。

地方债摸底并不困难，但不能仅仅

是一个数据或参考指标，更主要的是应

转化成清理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动力，从

制度和决策层面下决心真正把地方债控

制下来，以消除由此带来的风险问题。

从时下的情况来看，化解地方债并

不缺乏技术难题，关键在于顶层设计方

面，如何体现“勇士断臂”的勇气，通过

结构调整、总量控制、绩效考核和问责

跟进等措施，让“可控”变成“实控”，以

达到既要压缩地方债的数量规模，又要

提升其使用质量的目的。唯有如此，地

方债摸底清理才不会变成年复一年的

数据游戏。

唐 伟

前赴后继 王恒/漫画

世相杂谈

“充满着花花绿绿游泳圈，人头攒动如

同下饺子”，一张拍摄于四川省遂宁市中国

死海景区的“游客戏水图”，正是中国大多数

景区的真实写照。“中国式消暑”的戏码，也

不只在遂宁一地上演，随着全国各地拉响了

高温预警，温度不断提升的同时，那些“不

热”的旅游胜地，被汹涌的人群挤得越来越

“热”。就拿北方避暑胜地北戴河来说，进入

夏季旅游旺季以来，酒店住宿价格一周之内

已经涨了三倍。以往从风景优美的 318 国

道骑行进藏，是很多自行车爱好者的终极梦

想。而这条曾被中国国家地理誉为中国的

景观大道的地方，在今年进入暑假以后，竟

然也堵车了，而且堵的是自行车。

面对“中国式旅游”中遭遇的种种问题，

国人拿出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

气和魄力。所以，才有种种问题被曝光后，依

然前赴后继的游人。但游人如织，景区收门

票数钱数到手软，商家忙接待忙到腿软的同

时，是否也应当适时考虑一下游客的舒适度，

让人们在有的游的同时，也能不虚此行，别只

达到了“到此一游”的目标，成了超历史客流

量里的一个分母，花着钱却遭着罪。而景区

和商家，也不能只顾着做一锤子买卖，仗着国

内游客多，不愁客源，让景区没了口碑。

国内游客多是现实，大家都有旅游散

心的需求；可是现实，国情却不应当永远成

为阻碍人们享受悠然假期的理由。螺狮壳

里也能做道场，在现有的条件下，景区管理

部门、制定国家法定节假日的政府部门、游

客自身都应当想办法，改变当前人潮汹涌

的扎堆旅游现状。

一方面，挖掘潜在的旅游资源，在保护

原有生态和建筑状态的情形下，适度开发

新景点，释放老景区已经超负荷的承载情

况。另一方面，制定法定假期的政府部门

应当多方面调研，详细掌握人们的出行要

求，尽早将个人休假制度落到实处。如果

人们都能分散式休假，将国家法定假日和

个人休假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到时候，天南

海北，祖国如此之大，我们也不必都挤到一

个时间、一个地点去享受“最美中国”了。

刘晶瑶

“中国式消暑”
别让人心更燥热

保鲜膜曝光8年
监管还要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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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非常道

“说得直白一点，文学艺术家80%都是科盲，受到的科学

训练太少，很容易被迷惑。”

——谈到一些官员和明星对大师的“迷信”，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反伪气功斗士、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表示，科学普及不足也

是气功大师得以盛行的原因。

“在当下社会，强化政府管理表面上充满谄媚和忠诚，实际

上在给权力机关添堵。”

——针对“中国社会不是管得太严而是太松”的观点，著

名时评家石述思反驳说，“强化权力干预社会的药方”，是对党

和政府的误导，令人费解。

王 琦

7月28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

称，国家禁用的有毒塑化剂有可能藏身保

鲜膜之中，流向百姓餐桌。国际食品包装

协会也发布报告，在被调查的16 种PVC

保鲜膜样品中，有 15 种样品检出国家明

令禁止使用的增塑剂DEHA。在加热食

品时，这种物质会加速释放，影响内分泌

系统。（7月29日《北京晨报》）

调查发现，PVC 保鲜膜上所标示的

执行标准五花八门，有轻工标准、欧盟标

准，还有查不到的标准，有的甚至没有标

注执行标准。作为一种重要的食品包装

材料，PVC保鲜膜一直没有国家标准，企

业可以自行选择标准，从而避开针对国家

禁用塑化剂的检测以及国家标准可能会

对使用范围所做的限制。产品安全直接

关系着人们的生命健康，有关部门应该尽

到自己的责任，而不能每次都要等媒体提

醒才想起职责所在，更何况保鲜膜事件已

经是旧话题，难道还要一提再提？

早在 2005 年，央视就曾对 PVC保鲜

膜的安全性作出过质疑，此事也曾惊动过

中央领导，要求国家质检总局尽快给全国

人民一个说法。可是，8 年过去了，我国

的保鲜膜市场依然没有改变，质检总局的

说法到底远在何方？16 种参加质检，15

种都不合格，难道国家质检总局就检验不

出来吗？还是根本没有检验？

监管部门的不作为和放纵才会让各

大生产厂家有恃无恐，造成近乎 100%不

合格的现象。只有监管无底限才会出现

商家无节操，倘若监管到位，商家又怎会

胡作非为？质监局要搞清自己的服务对

象，正视自己的责任，加大监管的力度，

对此次事件中的涉事企业给予严惩，要

知道安全质监不是在伤害商家，而是在

完善商家，严惩也是一种爱护。同时，尽

快还民众一个交代，希望这个交代不要

再等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