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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与说明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
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
人士致歉。
挑错热线：010-67106710
栏目编辑：李赛

【事实纠错】
1 月 28 日 A04 版

《庙会最后一天淘货客
“反弹”》（编辑：李天
宇）一文，图片说明“一
个顽童在家长的帮助
下推磨”中，“推磨”应
为“推碾子”。

【文字更正】
1 月 29 日 A03 版

《超 市 买 菜 刀 要 实 名
制？》（记者：范春旭）一
文，第 3栏第 2段第 1行
中的“乐天马特”应为

“乐天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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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

中心城区就该多建公租房
公租房作为保障性住房的最大价值，或许就应该主要定位于中心城区或产业聚集区。

有关方面应设定中心城区公租房比例不低于多少，并作为约束性的原则。

■ 观察家

公众为何对“买菜刀实名”如此敏感
“买菜刀实名制”风波的背后，正是人们对自由被侵犯的担心。有关部门应该了解到民众的

心理敏感点，除了明确表示没有这一政策之外，也应该对相关商家依法进行调查，并做出处罚。

备受瞩目的公租房建
设 正 迎 来 新 一 轮 破 题 良
机。近日，北京市规划委相
关负责人也表示，五环以内
可改造的存量住宅用地，将
主要用于建造公共租赁住
房。此前一直饱受土地供
应困扰的公租房建设，在
2012年伊始似乎看到了破
局的可能。

中心城区理应尽可能地
多建一些公租房，北京的这
一做法，值得其他地方借鉴。

首先，如果中心城区存
量住宅用地和集体建设用
地，能够在近几年大面积用
于建设公租房，势必在很大
程度上能够增加公租房的
供应数量，起到平抑中心城
区高昂房价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公租房不
同于其他保障性住房，其只
是在房租价格上比市场价
略低，而且自身也有一定的
盈利要求。因此，公租房这
一政策要想落到实处，让民
众得到实惠，就不能不考虑
位置和保障人群的居住与
工作需求。

如此前很多地方的公
租房在郊区，可是人们不愿
意去住，导致大量的公租房
空置。原因是人们在中心
市区工作，如果到郊区住公
租房，房租倒是每月省下了
三五百元，可是路费和时间
成本提高，这账怎么算还是
不划算。

如果廉租房、经适房、
限价房建得稍微偏一点，只

要公共交通配套跟上了，大
家也还能接受。公租房作
为保障性住房的最大价值，
或许就应该主要定位于中
心城区或产业聚集区。这
样才能很好地解决保障人
群居住和工作之间的矛盾。

现在看来，产业聚集区
也就是郊区的公租房建设
用地，似乎不用有太多担
心。在1月初结束的全国国
土资源工作会议上确定的
农村集体土地用于建设公
租房，其意义其实更为巨
大。在会上，国土资源部部
长徐绍史正式披露，将允许
地方试点集体建设用地建
设租赁房，其中北京、上海
已获批准。而在去年12月，
住建部部长姜伟新亦曾作

过类似表态，并将国土部所
指的“租赁住房”直称为“公
租房”。两部委一致肯定了
农村集体土地可用于建设
公租房。

然而，在中心城区建公
租房最大的问题就是地从何
来？以北京为代表的盘活存
量用地做法，自然十分必要，
但是执行起来难度不小。例
如，中心城区的部分非住宅
国有土地，纵使通过调整规
划改为住宅用地，但在商品
房价格畸高之下，凭什么让
各种资本尽可能建设公租
房？这就需要更为细化的实
施规则，硬性要求这些存量
土地建设公租房。至于老旧
小区改造的回迁安置房富余
部分主要用于公租房，若没

有强力的监管，政策效果只
怕难尽如人意。

另外，中心城区的土地
溢价更高，地方政府能否遏
制 卖 地 冲 动 也 是 一 个 问
题。此前，保障性住房难以
在中心城区开花结果，这也
是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有关方面应该细
化公租房的建设标准，比
如，设定中心城区公租房的
比例要不低于多少。这可
以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有
所调整，但是，也应该有明
确的原则和标准。要是一
些政府把绝大多数公租房
建到郊区，这倒是算完成了
任务，可是，这样恐怕也难
以真正达到保障性住房的
政策目的。

昨天，针对北京部分超
市实行购买菜刀实名制的
报道，北京公安部门称，日
常生产、生活类刀具，只有
长度和角度都达到公安部
认定的管制刀具标准，才需
实名购买。如果超市销售
的菜刀不符合管制刀具标
准，并不需要实名购买。

现在，事实基本清楚，
北京并没有实行购买菜刀
实名制，实名买菜刀可能
是一些商家为了简化管理
而自主作为。然而，此事
还是引起了公众的关切，
大家对买菜刀实名为何如
此敏感？

对于何为管制刀具公
安部门有详细的认定标准，

对这类刀具的买卖进行管
制，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
一般民众所用的菜刀等生
活用刀并不在此列。所以，
如果刀具管制的范围过宽，
普通的生活用菜刀也购买
实名登记的话，就不可能不
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影
响。尽管，这也是出于公共
安全的考虑，实质上却突破
了公私的边界。

事实上，在一般民众的
理解中，购买普通菜刀和
买菜一样都是寻常之举。
长久以来，这不需要管制，
也无需管制。买卖普通的
菜刀是百姓的私事，也可
以说是一种自然权利。显
然，人们享受着这种固有

的自由，而且也习惯于这
种自由不被干涉。而民众
赋予政府以权力，本质上
也 要 保 护 这 些 基 本 的 自
由，而不是轻易限制这种
自由。

即便是在计划经济年
代，人们或许会凭票购买
菜刀，可是，这也不需要实
名登记，这些正常的购买
行为也不会受到限制。与
购买菜刀实名制带来的不
便，以及个人信息泄露的
担心相比，对社会来说，没
有 比 固 有 的 自 由 受 到 限
制，私人生活里多出来一
只管制的手，更让人不能
接受的。

也正是因此，在上海世

博会、广州亚运会期间实
行的购买菜刀实名制，曾
备受争议。即便这些政策
是暂时的，可是公众仍然
不满意。尽管，北京并没
有施行购买菜刀实名制，
可是，也应该意识到，这一
政策的社会影响，以及民
众对超市搞购买菜刀实名
制的敏感。

另一方面，需要反思的
是，为什么这些超市就想
当然地搞起了购买菜刀实
名制？

这 首 先 说 明 ，当 下 社
会对公民自由、权利的边
界，既缺乏清晰的认知，而
且也非常混乱。很多人和
很 多 商 家 根 本 没 有 意 识

到，自己的行为乃是对他
人 自 由 和 权 利 的 粗 暴 侵
犯 。 当然，搞购买菜刀实
名制也不只是因为超市的
经营者无知，也恰恰是因为
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地方管
制的边界不够清晰明确，
所以，商家执行起来也糊
里糊涂。

总之，“买菜刀实名制”
风波的背后，其实正是人们
对自由被侵犯的担心，因
此，有关部门应该了解到民
众的心理敏感点，除了明确
表示没有这一政策之外，也
应该对相关商家依法进行
调查，并做出处罚。

□龙树（学者）
相关报道见A08版

来信

庙会过后
应给市民算下账

《新京报》昨日报道，
“今天，第二十七届地坛春
节文化庙会将落下帷幕。
从除夕到正月初六7天时间
里，地坛庙会接待游客超过
100万人次，其中有近两万
外宾来地坛庙会体验中国
人过春节的民俗”。

短短7天时间，游客超
100万，地坛春节文化庙会
仅门票收入就是1000多万
元，要再加上广告、摊位费，那
得赚多少啊？可是这些钱流
向了哪里，公众并不清楚。

也因此笔者关心，庙会
过后政府能否给公众算下
收支账？像地坛、龙潭这样

的盛大庙会，无论从组织、
到场地使用，还是因之造成
的交通拥堵，而牵扯的警
力，以及因公园环境被污
染，后期必须的治理，无疑
耗费的都是公共资源。这
些公园也都是用纳税人的
钱办的，所以庙会的收益不
能是笔糊涂账。庙会过后，
应该给公众晒一晒。

□雨燕（职员）

过年楼市冷清
折射啥

据报道，昨日，北京有
关部门就“春节期间楼市零
成交”做出回应，称是因为
过年交易系统暂停服务所
致。不过，记者春节期间走

访发现，从市场面来看，楼
市确实十分冷清，交易陷入
停滞僵局。

其中，原因多多，春节
历来是楼市淡季，加上今年
倒春寒提前到来，许多中介
和楼盘都在春季期间关门
打烊谢客，使得销售异常清
淡。当然，更为主要的原因
是，在楼市调控高压不退
下，市场房价继续走低的预
期已经完全确立，投机投资
需求已经撤离市场，自住型
需求在观望等待价格继续
下降，加之中国历史上就有
的买涨不买跌心理，促使春
节 期 间 楼 市 量 价 都 急 促
下挫。

楼市开年受挫、开年不
顺折射出2012年乃至今后
一个时期房地产的风光将

荡然无存，房价将会继续深
度下跌。这说明一系列楼
市调控政策正在发挥作用，
正在开花结果。

只要调控政策不放松，
那么，2012年在房地产市场
上讨论和争议的焦点将不
是房价拐点何时出现的问
题，而是房价跌多少，跌幅
大小的问题。

□常亮（职员）

不妨教孩子
用压岁钱做慈善

每年春节后，不少家长
为孩子手中的“压岁钱”烦
恼。我想，教孩子用好压岁
钱固然重要，但从小培养孩
子有颗感恩的心更重要。

我们不妨从教孩子用压岁
钱做慈善开始。

目前，孩子的压岁钱多
数去向两个方面，一是任由
孩子自己使用；二是通过理
财让钱生钱。真正用于爱
心善款回馈社会的少之又
少，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
问题，如何引导家长和孩子
用压岁钱做慈善？

当然，这也不能强迫孩
子。家长最多也就是给出
建议，压岁钱用不用于慈
善、多少用于慈善、什么时
候用于慈善、用于什么慈善
项目，还是要让孩子们自己
决定。不过，对家长来说，
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可以把
压岁钱花得有价值、有意义
的选择，却是一种责任。

□徐志翔（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