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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房成交量 3 年来最
低》（校对：王春然 编
辑：刘泽宁）一文，第 3
栏 第 2 段 倒 数 第 1 行

“楼市低迷可见一般”
中,“一般”应为“一斑”。

■ 社论

近日，第七届中华慈善
奖 评 选 表 彰 活 动 正 式 启
动。据了解，本届中华慈善
奖设立了基本参评标准，即
最具爱心的捐赠个人及企
业，年度捐赠资金均需要达
到100万元以上。

中华慈善奖是我国慈善
领域的最高政府奖，迄今已举
办六届。无疑，这一奖项体现
了鼓励和支持慈善事业的政
府意志，也为推动慈善事业和
慈善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近年来，有关部门也
越来越注重评选机制的完
善，意图让中华慈善奖更加
具有公信力和社会美誉度。

新一届中华慈善奖增
设了“最具爱心捐赠个人”、

“最具爱心捐赠企业”、“最
具爱心慈善楷模”等奖项。
这会让更多的爱心人士和
企业获得激励，值得肯定。
可是，为最具爱心的捐赠个
人及企业设定年度捐赠资
金 100 万元的门槛，还是引
起了一些争议。

奖项的评选当然需要设
定明确的参评标准，但 100
万元的门槛可能会把平民慈
善家和中小企业拒之门外。
这一标准既存在爱心货币化
的绝对倾向，也有违公平。

评价爱心，其实很难用
货币衡量。比如，有的老百
姓几乎把所有积蓄都用于捐
资助学，尽管他的捐款可能
只是很多明星、富豪捐款的

零头，可是大家又如何说，他
的爱心比他们少？很多民营
中小企业每年捐款虽不及百
万，但和一些资产规模几千亿
而每年捐赠才千万的国企相
比，哪个企业更具爱心？

无论是慈善奖的评选，
还是对爱心人士、企业进行
评议，捐款多少确实又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解决
爱心和善款之间的悖论，关
键就是，捐款多少只能是一
项重要参考指标，而不能成
为绝对标准。这“100万元”
就相当于人为设置了绝对
的“门槛”，剥夺了草根人
士、企业的参评资格。

尽管中华慈善奖也设
置了“最具爱心慈善楷模”

奖，为草根慈善人士留了参
评的空间。可问题是，为何
他们不能成为“最具爱心捐
赠 个 人 ”，而 只 能 成 为

“慈善楷模”？
在慈善事业较发达的

国家，平民构成了捐赠的主
体。因此，中华慈善奖理应
给予平民慈善充分的价值
肯定。如果草根人士、企业
也能获得“最具爱心捐赠个
人、企业”称号，其传递的慈
善理念将更加深入人心。

慈善本来就是为了减
少社会的种种不公平，慈善
奖的评选也应将“公平”奉
为生命，其评选可以设置一
定的条件，但条件本身不应
带有不公平的价值取向。

随着我国慈善事业的
蓬勃发展，慈善奖的评选确
实面临比过去更多的参评
对象，更难取舍。然而，提
高评选的效率，保证结果的
公信力，更重要的是靠评选
过程的公开、透明、专业。
慈善奖的评选最重要的也
是程序的公正。

慈善奖不同于其他奖
项的评选，应尽可能地传递
正确的慈善理念。无论是
评选程序还是评选标准，都
应审慎设定。如果因为经
验不足引起争议，那么，也
应吸纳公众的意见尽快改
进。慈善奖的程序设置越
完善，就越有利于慈善。

相关报道见A05版

“最具爱心”奖不宜设百万捐款门槛

■ 观察家

放弃土地财政
绝非不可承受之重

据《新京报》报道，记者
根据官方信息统计，2011 年
北京土地出让金达到 1055
亿，但与创造历史纪录的
2010 年相比下降 35.7%。此
前，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

《2011 年中国 130 个城市土
地 市 场 交 易 情 报》显 示 ，
2011年全国 130个城市土地
出 让 金 总 额 为 18634.4 亿
元，同比减少13%。

尽管 2011 年全国地方
土地出让收入暂时还没有
权威数据，但 2011年土地出
让收入远低于 2010 年的 2.9
万亿元已成定局。细析原
因，除了过去两年房地产开
发过热等非正常因素外，还
有 2011 年对房地产的严厉
调控，导致开发商资金链紧
张，以及对整个房地产的未
来不看好而导致拿地热情
不高有很大关系。

同时也应看到，中央在
强调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
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的同
时，特别强调要抓住房价下
调的契机，抓紧出台治本之
策，而今年房产税扩大试点
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

在中国房地产调控从
政策调控转向制度建设的
同时，房价出现再次非理性
上涨已成为小概率事件。
中国房地产已在逐步告别
暴利的上半场，回归合理利
润的常态。这意味着，未来
土地市场也不可能再次出
现井喷和疯狂的态势，地方
政府依靠土地收入的大幅
增加来维持财政收入的时
代也渐进尾声。中国“土地

财政”的拐点已在 2011 年
隐现。

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
已提前为告别“土地财政”进
行着努力。以北京为例，
2011年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是
全国最严的，京城楼市交易
迅速降温。统计显示，2011
年北京新建住宅成交 90605
套，同比跌幅达到 18.4%，新
建住宅总成交面积 6年中首
次跌破 1000万平方米，二手
房交易创下了三年来新低，
使得北京的土地收入锐减。

但即便如此，2011 年北
京地方财政收入完成3006.3
亿元，同比增长了 27.7% 。
从原因看，除了家电下乡和
以旧换新等政策的推动外，
中关村示范区的发展、产业
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
的转变，使得北京在土地收
入减少的情况下，依旧确保
了财政收入的高增长。

北京等城市的实践证
明，“土地财政”的淡出，绝
非什么不可承受之重。只
要主动放弃对“土地财政”
的依赖，才能真正形成持续
而良好的地方政府的收入
结构。地方政府应该主动
适应“土地财政”不可持续
的事实，主动进行产业结构
的调整，通过扶持实体经
济，涵养持续的税源，而不
是放松对房地产的调控，继
续强化对房地产的依赖。

放弃“土地财政”，是中
国经济转型中的阵痛，但这
是必须做出的选择。

□马光远（学者）
相关报道见A17版

北京等城市的实践证明，地方政府应主动适
应“土地财政”不可持续的事实，主动进行产业结
构调整，通过扶持实体经济，涵养持续的税源。

■ 来论

网络购票如何让旅客满意
据报道，由于访问量

过大，不少旅客在 12306 网
购火车票时频遭“系统忙”
而无法访问，武汉、济南等
多地出现了网络拥堵。北
京西站多名旅客称网购火
车票已支付成功，但到现
场取票时却发现系统内没
有购票记录。对于是哪一
环节出了错，目前还没有
明确的解释。

按理说，网络订票不
仅节省时间，还少受排队
抢票之苦，也帮售票部门
省下人力物力，提高效率，
改善形象，初衷无疑是好
的。然而，“抢注漏洞”“吞
钱无票”等问题，反而给民
众带来不便，至少提出了
三个问题：一是时机选择
是否合理？二是准备是否
充分，对网络访问量的估
计是否足够？三是技术是

否成熟，是否进行过周密
的设计和压力测试？

实际上，网上订火车
票多年前就被提出，12306
购票网站早在 2011 年 6 月
12 日就试运行了。出现这
些问题，一个众所周知的
客观原因是，我国人口众
多，春运又是特殊时段，这
个“中国特色”注定了网络
订票系统会面临巨大考
验，由此出现“一票难求”
可以理解，但在网络、电话
购票环节却不应该出现

“一票难订”的局面，尤其
是“吞钱不吐票”现象。如
果解释为访问量过大，显
然公众难以接受。毕竟，
从技术上说，增加一些设
备投入，提升网络硬件，就
能解决问题，也是完全能
够办到的。

从《新京报》记者昨日

的体验来看，虽然“抢注漏
洞 ”“ 吞 钱 无 票 ”等 问 题
有一定缓解，“只要多试几
次还是能够订上票”，但网
络购票不够顺畅仍是一个
问题。春运是一场民生硬
仗，来不得半点草率，任何
一个管理漏洞或技术漏
洞，都有可能增加无数人
的麻烦和痛苦。期待铁路
部门早日拿出“药方”，不
要让公众再畏惧网络订
票，真正化解购票之苦。

最近，铁路部门正在
积极采取措施，改进优化
设备设施，提高服务能力，
尽最大努力方便旅客购票
乘车，可是，从网络售票出
的这些“小毛病”来看，如
何提供令乘客满意的服
务，还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冯海宁（媒体人）
相关报道见A08版

孩子需要自由成长的空间
担任过 10 年中国数学

奥林匹克竞赛委员会主席
的王元院士有些忧心：即
将进小学的孙子孙女如果
不喜欢自己研究了半个多
世纪的数学，最后是不是
仍将被迫卷入奥数培训的
洪流？他常常现身说法寄
语年轻人：一个成功的人
一定是由于兴趣爱好而执
著追求，才创出成绩的。
王元院士呼吁，要给予精
英教育自由成长的空间。
（《中国青年报》1月2日）

在笔者看来，不仅对
精英教育要给予自由空
间，面对今天教育上的重
重藩篱，所有的孩子都需
要自由成长的空间。

教育要发展学生的个

性和兴趣，而非扼杀，这是
基本常识。但现实中，违
背常识的事却一再发生。
令人悲哀的是，家长明知
违背常识，却无奈地认为，
除了这样，别无选择，“兴
趣是培养出来的，不上培
训班，今后怎么办？”

在我国，有两大教育现
实让家长们无法回避：一是
义务教育严重不均衡；二是
中高考以单一标准评价、选
拔学生。在两大现实面前，
家长关心的不是孩子的个
性和兴趣，而是能不能在眼
下的竞争中“获胜”。不改
变这两大现实，要给孩子自
由成长的空间，就是奢谈。

这还是需要政府不遗
余力地推进教育和人才制

度改革。一要推进义务教
育均衡，政府部门必须履行
教育投入责任，并转变教育
资源配置模式；二要建立多
元的人才评价体系，把学生
从单一的评价标准中解放
出来，让孩子们选择适合
自己的方式成长。

问题是，这两方面的
改革都陷入困境。近年
来，一再有政府部门和舆
论劝解家长转变观念，不
盲目择校，追逐热门，但这
样的劝解基本无效。在新
的一年，期待教育改革能够
有新的突破和进展，让更
多的孩子放下“择校”、“升
学”的包袱，有更多自由成
长的空间。

□冰启（学者）

奖项的评选当然需要设定明确的参评标准，但100万元的门槛可能把草根慈善人士和小企业拒
之门外，既有衡量爱心货币化的绝对倾向，也有违评奖的公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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