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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谷则生，绝谷则亡，饮食自倍，肠

胃耐伤。 ——《养生要诀》”
健康快乐周刊

YIJIAZHIYAN一家之言

“发票书记”疯狂报销
凸现的问题更需反思

□ 余明辉/文 吴之如/图
WEI SHENG YIN微声音

FEI CHANG DAO非常道

REDIANLENGPING热点冷评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

高速困难就调高收费
怎能把群众当“活菩萨”

□郭元鹏

云南 26 条高速路 8 月 16 日起将调高

收费标准。对此，市民们议论较多。8 月

14日，云南省交通部门就调整高速路收费

接受了记者采访，解释调高收费原因：经营

困难、发展困难、筹资困难、引资困难、补助

困难。

云南省交通部门泪眼婆娑地给百姓

算了一笔细账，大概意思是说，看看我们亏

损了，看看我们吃不上饭了，看看我们已经

破衣烂衫了。在他们看来，提高收费标准

是无奈之举，希望百姓能够多些理解，支持

高速发展。

尽管哽咽得几乎要晕过去了，但是百

姓显然不能接受。高速困难是真是假？这

笔公布的数据未必就是真的。这让人想到

了广东高速的“变脸事件”，也是为了提高

收费，也是为了延长收费，广东交通部门公

布了一个高速亏损账单。结果在遭遇百姓

质疑之后，没几天就说自己“算错账了”。

里外里，几天时间，从亏损到赢利之间，悬

殊就是好几个亿。有了这样的“虚假哭

泣”，谁还敢相信云南的这些高速公路亏损

数据就是真的？是不是也像广东一样“算

错账了”？

退一万步说，云南高速真的亏损了，

那也不能就用提高价格的方式，来解决问

题。高速困难了，就要让百姓救济，以为百

姓是承担救助任务的民政局？百姓要“上

为政府分忧，下为官员解愁”？百姓是普通

人，不是救灾救难的活菩萨。

云南高速说提高价格原因是经营困

难、发展困难、筹资困难、引资困难、补助困

难。表面上看，困难确实多。但是，这些困

难的出现也需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经营

困难是不是和经营理念有关系？为啥百姓

不愿意走高速，是不是没有做到“薄利多

销”？筹资困难不是更应该找银行去吗？

至于说补贴困难，那就更不应该找百姓

了。你们补贴困难是不是表明工资太高

了，福利太多了，总经理是不是一个人领了

100 个人的工资？是不是一条高速养了太

多的无关人员？

有句老话说的好：靠天靠地靠父母，

都不如靠自己。百姓不是民政局，也不是

救灾救难的活菩萨。高速困难找百姓，百

姓苦难该找谁？

近期，河南平顶山中院

以受贿罪、贪污罪，判处河南

周口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朱家臣有期徒刑 18 年，剥

夺政治权利 5 年，没收个人

财产 60 万元。在任周口市

政法委书记 7 年间，朱家臣

贪污受贿共计 681 万多元，

其中通过虚开、购买假发票

“派发”给基层单位和个人，

以报销形式索贿达 400 多万

元。平均每三天一次，走到

哪报到哪，几乎达到报销发票“上瘾”的地

步。疯狂报销发票的“发票书记”最终报销

的是自己的一世清名和政治前途，可恨可

悲可叹，自不多说。

问题是在常人眼中再普通不过的发

票，不过是买卖商品时的收付凭证而已，然

而对于“发票书记”朱家臣来说却“大有搞

头”，成了索贿敛财的“利器”。其中凸现出

来的公款报销乱象问题，不能不再次引起

我们的反思和有关方面的重视。

“发票书记”动辄能够在系统、下属单

位或其他部门报销发票，首先凸显和折射

的就是一些地方公款报销的混乱。一方

面，作为公款报销，第一原则要求就是合法

合理和真实，但在“发票书记”的绝大多数

索贿要求他人报销发票的过程中，就合法

合理和真实性来讲，是明显不存在的，但在

一些单位还能报销，无疑凸显的一个问题

就是发票报销的真实性审核的虚无。

另一方面，对政府等公共部门来说，

发票的报销也必须合规。尤其是自 2012

年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等严控公款消费

以来，诸如公款购买烟酒、礼品、购物卡等

都是不允许的。但直到 2013 年河南省委

巡视组到周口巡视调查前，“发票书记”还

在要求他人尤其是公款报销烟票酒票、礼

品票、化妆品票、购物票、购物卡票等，而其

他单位照办，这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一些地

方和部门、系统在公款报销上合规性审查

的虚无、缺失和多么胆大包天的顶风违纪。

再一方面，就报销程序上讲，公款报

销一般都必须是事先立项，事后据实报销，

但在“发票书记”的索贿报销发票，却都是

典型的先斩后奏，却也能顺利报销，也有力

说明在一些地方公款报销合理合法程序的

失守。

打击制裁一个无耻“发票书记”，固然

亟需和必要，但透过“发票书记”凸显的公

款报销乱象等问题，以及地方推进有关工

作机制的不科学，更需要有关方面积极重

视，并采取措施破解。否则，相关的土壤得

不到及时有效清除和净化，类似的“发票书

记”也许还可能会继续存在或源源不断地

再产生。

老人“碰瓷”
该救还是该抓？
□张西流

近日，网曝一视频实拍碰瓷男倒车旁抽搐，

医生赶来:都救了你好多回。这到底是怎么一回

事呢？原来是一大爷，不断地碰瓷，前来救护的

医生都说，“你别装了，我都救了你好多回了！”

“碰瓷”的说法起源于清末，那时候，有一伙

人专门抱着本来已经破碎的瓷器，在路边找马

车碰撞，再要求车主按真的瓷器价格赔偿，以此

手段诈取钱财。到了现代汽车社会，“碰瓷”屡

见不鲜，“碰瓷党”以老年人居多，专门挑选容易

欺负的车主，故意制造碰车、剐蹭现场，然后向

车主索要赔偿，给受害人造成心理创伤和财产

损失，也对社会爱心、信任造成了创伤。

“尊老”是一种传统美德，但是“尊老”不能

以牺牲无辜者基本权利和法律尊严为代价。公

安执法部门亟待加大对“碰瓷”行为的打击力

度，司法部门也应该“该出手时就出手”，坚决对

那些倚老卖老、老而不尊的“碰瓷”老人“说不”，

法律也必须展现其严格性、规范性和普遍性，依

法构建起人人遵守社会公德、道德契约、和谐诚

信的社会大环境。

首先，大力开展“碰瓷”交通肇事诈骗警示教

育活动，通过媒体宣传“碰瓷”现象的典型案例，

揭露肇事者实施故意交通肇事诈骗的惯用手段，

提高机动车驾驶员的安全防范和自觉守法意

识。同时，建立“碰瓷”失信人“黑名单”制度，对

有涉嫌交通事故“碰瓷”的当事人及时核查身份

信息，快速查询比对，将嫌疑人信息准确录入交

通事故处理系统备查。特别是，严惩“碰瓷”行

为，对于屡教不改的，或情节恶劣的，应以“危害

公共安全罪”论处，提高“碰瓷”违法成本。

4岁女孩报警撒谎
不能都怪孩子任性
□郑家侠

前天，重庆4岁女孩冰冰跟妈妈在观音桥逛

街，提出想买一些零食来吃，在妈妈不同意的情

况下，她趁着妈妈不注意，用妈妈的手机拨打

110 报警，而报警的内容竟然是：妈妈去世了。

可是，当民警随后电话回访想要核实具体情况

时，却发现这个报警电话不是无人接听就是无

法接通……

这位母亲做梦也没想到4岁女儿因为不给

买零食，竟然打电话报警谎称“妈妈去世”，警察

很吃惊，母亲很无奈。虽然结局女孩不会负法

律责任，但幼儿教育却留下“一地鸡毛”。

母亲可能认为这是“儿戏”，很多人也会认

为这是“儿戏”，其实此种“儿戏”不是戏，而是幼

儿教育“大问题”。很多家长对幼儿教育喜欢撒

谎教育，比如吓唬孩子喜欢说“狼来了”，疼爱孩

子喜欢说“小皇帝”，训斥孩子喜欢说“该死的”，

教育孩子极度夸张、不切合实际，折腾的孩子也

极度夸张，还容易误导孩子进入危险境地。

幼儿教育无小事，孩子心灵纯洁得像一张

白纸，父母怎么施教“着色”，“白纸”就会怎么

“上色”。4岁女孩报警撒谎不能都怪孩子任性，

这也暴露出我国幼儿义务教育的薄弱。在发达

国家，幼儿教育早已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范畴，不

仅有国家教育部门专门颁发的幼儿教育课本，

还把父母的幼儿教育纳入规范化流程操作。政

府定期组织幼儿素质考试，不合格的幼儿父母

就要被点名、曝光、纳入整改对象。电视、课堂、

网络、信息、报纸也专门开设幼儿教育专栏。谎

言从幼儿走开是幼儿教育的基石。我国幼儿教

育不管是幼儿园教育，还是家长教育，都融入了

诸多“谎言教育”，还怪孩子撒谎吗？此父母要

反思，国家幼儿教育施政更要反思。

谎称父亲爆炸中身亡
女子骗捐9万被刑拘

天津港“8·12”爆炸

发生后，微博某女用户

谎 称 父 亲 在 爆 炸 中 身

亡，共 3700 多人对其进

行了打赏，涉及金额达 9

万 多 元 。 警 方 调 查 发

现，涉事微博账号注册

人 杨 某 兰 ，女 ，1996 年

生，父母健在，均未去过

天津。她供认最初目的

是提升微博粉丝量，发

现有“打赏”功能，遂起

贪念。目前杨某兰已被

刑拘。@央视

教师向家长发不雅信息
竟要对方用性换学位

广东信宜市一名老

师，竟利用家长想要给

孩子求学位的心理，赤

裸裸地要求家长用性交

易换学位。8月14日，信

宜市通报，教师周某的

确 向 家 长 发 出 不 雅 信

息，未达成目的。目前，

周某被撤销教师资格，5

年 内 不 得 从 事 教 育 工

作。@羊城晚报

99岁川军老兵：
抗战剧都是瞎编

四川广汉99岁的马

定新看抗战剧时说：“抗

战哪这么容易，几个人就

干掉鬼子一个连队？如

果真这样，我们还用牺牲

那么多兄弟，艰难抗战 8

年吗？”抗战神剧，让年轻

一代对历史产生错误认

识。只有正视历史，才是

对 老 英 雄 们 最 大 的 尊

重。@华西都市报

用手机超过68分钟
容易患上抑郁症

美国西北大学研究

发现，智能手机使用方

式能揭示使用者的精神

状态。研究人员让数名

参试者安装了一款能测

试位置信息和使用频率

的应用，并对其进行抑

郁症测试，结果发现，有

抑郁症状的人平均每天

手机使用时间达 68 分钟

以上，而没有抑郁症状

的 人 使 用 时 间 为 17 分

钟。@生命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