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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1、5 月 18 日 A25 版

《WTA 增 加 挑 战 赛》
（校对：翟永军 编辑：
包宏广）一文，第 3段第
3 行“10 月 21 月”应为

“10月21日”。
2、5 月 19 日 A24 版

《李宁与希腊名将一起
点燃圣火盆》（校对：何
燕 编辑：韩双明）一
文，第 3栏第 1段第 1行
中“滑到”应为“滑倒”。

■ 社论

铁路向民资开放还需改革深化
铁路部门应继续大刀阔斧地深化体制改革，大胆往前走，触及过去那些“动不得”的领域。

■ 观察家

“魏桥供电模式”：
能否修改《电力法》

民营企业魏桥集团的
自办电厂不但为旗下企业
供电，还向周边其他企业
和居民供电，而且这“自家
电”的价格比国家电网低
了三分之一。正当人们为

“魏桥供电模式”有可能给
持续看涨的电价找到一条
新出路而兴奋的时候，有
专家站出来说：作为企业
的自备电厂，魏桥集团向
超越其供电范畴的社会用
户供电是一种违法行为。

按现行《电力法》，魏
桥集团可自己发电自己
用，但如有多余的电，应卖
给国家的电网公司，而不
能擅自销售。而魏桥电之
所以便宜，是因为电网电
价附加了可再生能源发展
基金、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基金等 6 项附加基金及电
价交叉补贴，而魏桥电却
是“裸价”销售。

据报道，国家电网已
与魏桥集团达成协议，魏
桥集团的余电在满足厂区
周边商户用电后重新并入
山东省电网。从被媒体披
露引起广泛关注，到与国
家电网达成协议，短短一
周多时间，所谓“魏桥供电
模式”已成过去式。

“魏桥电”确实违反了
《电力法》，但“魏桥供电
模式”本身是否没有一点
合理性？“魏桥电”之所以
能够在一段时间内灰色存
在于各方注视之下，就颇
能说明问题：现行的《电力
法》通过于 1995 年，在几
乎 20 年后的今天，它已显
露出种种不适应社会经济
关系变化及电力市场化改

革需求的问题，修改《电力
法》，清除不符合市场化改
革的规章制度，已成电力
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

在《电力法》中，终结
“魏桥电”的是第二十五
条：“一个供电营业区内只
设 立 一 个 供 电 营 业 机
构”。在此条款基础上，中
国建立了“电厂大家办，电
网国家管”的电力体制，民
营企业可办电厂，但电网
却由两大垄断企业运营。
电厂生产的电只能卖给国
家电网，电企无权向最终
用户直接供电，用户也不
能自由选择电力供应商，
而电力市场的一些弊端，
均起于此。试想，一个卖方
与买方无法直接对话的交
易，如何保证其公平和效
率？而“魏桥供电模式”所
尝试的，正是要克服电网
垄断之患，使发电企业的
竞争价格直接传导到用户
端，使用户受益的同时也
使市场重归公平和效率。

从本世纪初开始至
今，破除电网垄断的呼声
就一直未曾间断，而媒体
及监管部门的报道与报告
也频频揭示两大电网公司
寡头垄断给市场造成的危
害，但真正打破垄断的实
质性动作，却由一家民营
企业以“违法”为代价实
施，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

所谓“魏桥电”，更多
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希望
它最终的真正结局不是折
于《电力法》，而是成为推
动《电力法》修订与电力体
制 改 革 的 山 东 版“ 小 岗
村”。 □信海光（媒体人）

■ 来论

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
北京精神，是这座历史名城的
灵魂。为表现北京精神，首都
文艺家最近创作一台新颖的
晚会《天安门》，异彩纷呈，看
得我目不暇接，深受感动。

北京演艺集团自己给它
定的名称也很别致：大型情
景音舞诗画《天安门》。情景
音舞诗画，很新鲜，这让我想
起了电影被称为“第七艺
术”，因为它以前已有了绘
画、音乐、舞蹈、戏剧、雕塑、
文学。而电影中又包含这些
因素，因此是综合艺术。我
看《天安门》就是一种新型的
综合艺术。它的 6 个字，情，
当然是人的感情，有人物，有
情节，就有戏。所以我说它
是一台大戏。景，要情景交
融，颐和园的德和楼大戏台
在 100 年 前 才 有“ 机 关 布
景”，此后北京的剧场通电

了，乃有“灯光布景”，今非昔
比呀，《天安门》拥有多种科
技手段，把卢沟桥的石狮子
都搬到你面前了，国航的大
客机降勤务在舞台上，说是
立体影像吧，又有成群中外
旅客走下舷梯。音，是音乐，
音响。再就是舞蹈和诗情画
意。他们采用新颖的综合艺
术手法，在 80 分钟里穿越时
空，再现北京三千多年建城和
八百多年建都史的文明历程，
通过“五四运动”、“七七事
变”，开国大典，神舟航天，高
科技园区，奥运盛会，和谐的
市民生活场景，生动地展示了
古都北京与时俱进的大气派。

《天安门》是一台大气磅
礴的晚会，可与国内优秀的
晚会媲美。从艺术上讲，它
比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增
添了许多现代艺术技巧，五
光十色，绚丽多姿；比北京奥

运会开幕式的文艺演出部
分，突出了北京精神，更细
致、耐看；与电视春节晚会比
较，不是依靠少数明星大腕，
不求面面俱到，节目编排不零
碎，主题鲜明，浑然一体。虽
然有不足之处，我也为这台颇
具创新意识的晚会叫好。

这台晚会目前只是试
演，还有改进空间。因而不
揣冒昧，提一点建议，巧妙运
用现代音响设备是一门学问，
高音可以振奋人心，但是过
高、过多、过重，高山就变成了
平地。川江号子，陕北信天
游，苏格兰风笛，是当地的标
志声，《天安门》表现的是北
京，什么是北京的声音呢？鸽
哨，空竹，京戏，串胡同的叫
卖声，悠扬的钟声。切莫让
现代音响设备和汽车轰隆的
噪声淹没了美好的乡音。

□赵大年

近日，铁道部出台《关
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
资铁路的实施意见》，宣布
投资铁路向民间资本完全
敞开大门。

铁道部此次向民间资
本开放的领域包括，铁路线
路及场站设施、铁路工程建
设领域、铁路客货运输服务
业务、铁路技术创新、铁路
非运输企业改制重组等。
并要求，市场准入标准和优
惠扶持政策要透明，对各类
投资主体同等对待，对民间
资本不单独设置附加条件。

在各中央部门中，铁道
部率先公布“新非公 36 条”
实施细则，值得肯定。如果
这份意见在实践当中得到

遵守，那么，铁路行业的固
有垄断格局将有望“打破”，
铁路部门面临的资金及建
设压力将大为缓解，铁路发
展也将注入新的生机。

这份实施意见的价值，
一方面体现在主动打破“垄
断”，向民资开放，另一方
面，也更明确地体现了“政
企分开”等铁路改革方向。

实施意见总共有14条，
最后5条的内容主要是针对
铁路部门自身的改革，即如
何改进管理和服务，确保各
类 市 场 主 体 获 得 公 平 待
遇。而且明确提出“转变铁
道部职能，按照政企分开、
政资分开的要求，加大铁路
经营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

新力度”。这意味着，铁路
部门今后或将剥离“办铁
路”的职能，在不同市场主
体面前，向“管铁路”的政府
职能定位回归。

铁道部落实“新非公36
条”的实施细则虽不长，却
思路清晰。显然，铁路行业
全面向民间资本开放，离不
开铁路体制改革的深化和
铁道部职能的转变。

事实上，也正是存在管
理机制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这一政策宣布之后，民间还
是有一些疑虑和担心。民
间资本进入铁路领域，是否
会获得公平的市场待遇，在
火车票、线路等管制机制面
前，民间资本赢利的前景如

何？很多人心里都没有谱。
这些问题的确不容忽

视。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
内，还没有明确的答案，那
么，很多民间资本可能还
会在铁路行业敞开的大门
前逡巡徘徊，而这也不利于
解决目前铁路部门所面临
的一些困难。

前不久，铁道部审计报
告数据显示，其一季度营业
利润为 100.78 亿元，但扣除
税后建设基金156亿元以及
所 得 税 之 后 ，净 利 润
为-69.79 亿元。在财政拨
款较往年大为压缩的前提
下，铁路部门也确实存在
着，引入民间资本以渡过当
下难关的现实需求。

民间资本与铁路国有资
本固然存在竞争的关系，但
是也有更广泛的合作，以及
共同的利益。向民间资本开
放本身也是铁路改革的重要
内容。不过，这一部分的改
革实效如何，还有赖于其他
方面的铁路改革及时跟进。

期待，铁路部门继续大
刀阔斧地深化体制改革，大
胆往前走，触及过去那些

“动不得”的领域。在已经
提出的政企分开、政资分
开、部门职能转变等问题
上，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而，理顺铁路行业的管理
机制和市场机制，为所有类
型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
市场环境。

《天安门》：大气磅礴的画卷

修改《电力法》，清除不符合市场
化改革的种种规章制度，已经成为电
力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

5 月 19 日《新京报》报
道，在前门、王府井地区，一
元钱一根的“老冰棍”深受游
客喜爱。一种名为“瑞华老
冰棍”每日销售约 5 万根，质
量被指存隐患。记者向权威
检测机构送检一批“瑞华”牌
的“老冰棍”，检验报告中“菌
落总数”和“大肠菌群”分别
超标约 1767倍和 240倍。记
者调查还发现，该冰棍工厂
污水横流老鼠乱窜。

在闹市公开兜售的老冰
棍竟然这么“脏”，真是让人
意外，不过，更让人意外的
是，“瑞华老冰棍”此前的劣
迹就曾暴露过——北京市食
品办曾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
进行抽检结果通报，北京市
瑞华冷饮厂生产的老冰棍菌
落总数超标近8倍。

菌落超标 8 倍的老冰棍
不仅没从市面上绝迹，如今
更变本加厉，菌落超标飙至
1767倍，这不禁让人疑问，一
年前抽检发生的问题，监管
部门怎么处理的——对瑞华
冷饮厂作出怎样的处罚？当
时有没有进一步深入该厂，
调查生产环境，有没有根据
该厂的不良记录，在日常时
加强监管，增加抽检的频率？

近年来，北京市食品监
管部门经常通过媒体和网
络，将一些不合格食品曝
光。这样的动作无疑给民众
以信心和安全感。不过，在
曝光之后，如何对这些不合
格食品生产厂商作出进一步
处置，民众往往看不到详
情。这大大削弱了曝光给无
良厂商带来的震慑，也给权

力寻租留下了操作空间。
食品监管，查处曝光不

合格食品，这其实只是第一
步，进而，监管部门应当调查
食品“不合格”的深层原因所
在。如果生产厂商只是偶而
失误，那可以采取罚款和暂
时停售的办法，同时将该厂
商记录进黑名单，今后增加
对其检查的频率。但如果查
出厂商食品生产环境恶劣，
有意违法，销售伪劣食品，那
就不应简单是罚款和停售的
问题，而应考虑是否该采取
更加严厉的措施，如取消该
厂商的合法生产资格等。

“瑞华老冰棍”当初怎
么查处的，相关部门应将来
龙去脉调查清楚，向市民详
细说明情况。

□国华（职员）

问题老冰棍当初怎么查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