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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纠错】
1.6 月 19 日 A29 版

《推箱人未被追责》（编
辑 ：李 东 校 对 ：范 锦
春）一节，倒数第 3行中

“指认了李某”应为“指
认了朱某”。

2.6 月 19 日 A30 版
《“最美警卫战士”出院
“还是帅小伙”》（记者：
王卡拉 编辑：耿小勇
校对：杨许丽）一文，倒
数 第 1 段 第 1 行 中 的

“周铁成”应为前文提
到的“高铁成”。

【文字更正】
6 月 19 日 C10 版

《没有“大逃杀”的暮
色》（校 对 ：赵 琳 编
辑：安莹）一文，“花絮”
第 1 栏第 4 段倒数第 1
行中的“《大碗》”应为

“《大腕》”。

■ 社论

让收入增长跟上“工资指导线”
当下民众对增收信心不足，导致消费增速下降。要让实际的可支配收入增长跟上“工资指导

线”，还需要减税、打破垄断等实质性的政策出台。

据报道，截至6月19日，
目前全国已有 10 个省份发
布了 2012 年的企业工资指
导线。其工资增长基准线大
多在 14%左右，其中新疆和
天津基准线最高，达16%，北
京基准线最低，为11.5%。

去年，各地出台的企业
工资指导线，也大多在 14%
左右。各地出台的工资指
导线并不具有强制效用，仅
仅为市场提供参考，尤其是
在集体工资谈判的时候，可
以有所凭依。

尽管工资指导线不可
能直接带来实际工资的增
长，但以往的经验表明，二
者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对应
关系。比如，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 2011 年平均工资主要

数据显示，全国城镇非私营
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42452 元 ，同 比 名 义 增 长
14.3%，扣除物价因素，实际
增长8.5%；全国城镇私营单
位 就 业 人 员 年 平 均 工 资
24556 元 ，同 比 名 义 增 长
18.3%，实际增长12.3%。

因此，职工平均工资适
度上涨应该可以预期，不
过，考虑到税收等因素，居
民到手的实际可支配收入
增长幅度能有多大，还值得
期待。

应该看到，当下经济形
势比较复杂，要想让居民收
入跑赢 CPI，跑赢 GDP，增
幅达到两位数，恐怕要面临
更多的困难。很多民众对
此信心不足。

昨日，央行公布的 2012
年第2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
告显示，居民未来收入信心指
数为 53.2%，较上季下降 1.7
个百分点，是1999年有调查
以来同期值中的最低水平。

无独有偶，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5月份经济数据显示，该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15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3.8%，增
速创下近一年来的新低。

居民对增收信心不足，
导致消费增速下降，并非孤
立的事件。眼看上半年即将
结束，如何进一步增加居民
收入，提振民众信心，还需要
减税等实质性的政策出台。

“减税”实际上就相当于
“增收”。应该说，去年个税
起征点大幅上调，给中低收

入民众带来的增收效果相当
明显。不过，很多民众仍然
认为，起征点应该提高到
5000 元。按家庭征收个税
的呼声也持续多年。这些建
议如果被采纳并实施，就相
当于在这个艰难的时期，送
出了一个“民生大礼包”。

实际上，去年个税起征
点上调，我国个税收入并没
有减少，仍然实现了25.2%的
增长。上一次个税起征点调
整之后，当年个税收入也是
不减反增。这说明，减税对
于经济来说，具有良性促进
作用。

另外，就是要通过改革
打破垄断，缩小私营与非私
营单位职工之间的收入差
距。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

示，2011年城镇非私营单位
在 岗 职 工 的 年 均 工 资 为
42452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
业人员的年均工资为 24556
元，前者是后者的 1.73 倍。
这并不令人奇怪，大家不难
发现，很多职工平均收入较
高的企业多属垄断行业。

当下，直接将某些人的
“蛋糕”分给别人或许并不容
易，但是一些利润和回报率较
高的行业，完全可以让更多的
人来分享，让更多的民间资本
进入，共同做大“蛋糕”。

年中将至，近期或将有
很多利于民营经济发展、利
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发
布，期待这些政策能够激发
民间投资的热情，让民众看
到工资收入上涨的希望。

来信

消防车深夜禁鸣
彰显善意

消防车夜间禁止鸣笛，
以前只在高考期间或其他
特殊情况下出现过。近日，
北京消防部门表示，今后晚
10 时至次日 6 时，消防车禁
止鸣笛。

近 日 ，消 防 部 门 开 展
“开门纳谏、问计于民”建言
活动，消防部门听取了市民
对消防车夜间出警应减少
使用警报等问题的建议，出
台了 9 项便民措施，彰显了
人性善意的关爱和呵护。
确实，在深夜时分，交通并
不拥挤的情况下，消防车完
全可以凭借警灯等来展示
身份提醒交通避让。

当然，为达到减少扰民
和保证救火之间的平衡，消

防车夜间禁鸣也可以规定
一般为禁止，特殊为例外的
原则。比如，交通特殊路
段、交通拥挤路段、存在交
通意外路段等特殊情况，就
可以当作禁鸣的例外。

在消防车试行一段时
间，如果对正常工作不产生
影响的话，其他特殊车辆尤
其是配置警报设施的车辆，
比如警用车辆、急救车辆、
执法车辆等，也不妨借鉴。
如果都这样做，对社会而
言，更是善莫大焉。

□许朝军（公务员）

“故宫督造”天价粽
不该再出现

端午节来临，粽子、节
日礼品市场又成为大家关
注的热点。据报道，“故宫

督造”粽子礼篮卖出 1880
元的天价，难免让人“叹为
观止”。

事实上，故宫博物院并
未直接授予“故宫督造”印
章，而是御茶膳房公司开
发、研制、制作的相关食品，
经故宫博物院确认使用“故
宫督造”字样。如此看来，

“故宫督造”充其量不过是
一种权贵标签而已。

商家本性乃逐利，为攫
取更多利润，想方设法花钱
购买或者干脆假冒权贵标
签的做法倒也可以理解，问
题在于故宫这样的公共机
构，迎合商家诉求，出售“督
造”标签，甚至还有什么传
说的“故宫督造”印章，不但
当起了商家“帮凶”，而且张
扬着腐朽的特权文化，委实
让人难以接受。

去 年 ，故 宫 的 一 些 商

业化运作，就受到民众的
广泛批评。故宫方面也多
次 表 态 要 整 改 ，“ 故 宫 督
造”的授权今年已经到期，
但还有商家以此为噱头，
故宫方面应及早干预，防
止商家混淆视听。

□范子军（职员）

银行应该
多点尊老意识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
京市消协、北京银行业协会
在向社会征集对银行业服
务的意见和建议的过程中，
老年消费者呼吁银行别取
消纸质存折，允许现金缴
费，有条件的不妨开设老年
服务窗口。

老年消费者发出的呼
吁，各家银行应该认真倾

听。老年人群有其特殊性，
一些人养老金较低，只能保
证基本生活，也属于“月光
族”，不需要也没条件刷卡
消费；一些老年人眼睛老
花，脑袋反应也要迟钝一
点，在自动取款机上取钱操
作容易失败，很不方便，如
果能面对面与银行服务员
交流，可以直接咨询一些搞
不清楚的问题，使他们更加
放心。

其 实 ，在 大 量 取 消 纸
质存折，使用银行卡之后，
银行确实可以减少许多业
务量，不妨拿出一些精力，
尊重老年消费者的选择，
不取消纸质存折，为老年
消费者提供特殊服务，这
既是为不同消费者服务的
本职，也体现了尊老敬老
的美德。

□吴文元（职员）

■ 观察家

美为“排华”道歉是突破，但仍有遗憾
姗姗来迟的《排华法案》道歉案，不仅是美国自我的突破，更是美国华人及全世界华人的重要

性突破。不过，道歉案并不涉及对当年受到损害的华人及其后人的赔偿问题，仍有遗憾。

据新华社报道，6 月 18
日，美众议院全票通过了

《排华法案》道歉案，由于去
年 10 月美国参议院就全票
通过了这一道歉案，6 月 18
日众议院的行动，相当于在
立法机构层面上完成了道
歉案的法律化程序。

这一法律化的本质，就
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正式
就曾经排斥和歧视华人的做
法而进行国家道歉，其严肃
性超过了政府官员的正式或
非正式道歉。这一严肃性，
一定程序上弥补了 130年的
迟到而产生的缺憾。

美 国 130 年 前 通 过 的
《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限制外来移民的法
案，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
华人移民反而成了第一批
被美国国家机器系统性排
斥和歧视的族群。《排华法
案》一 直 存 续 60 年 ，直 到
1943年才被废除。

《排华法案》禁止华人
在美拥有房产、禁止华人与
白人通婚、禁止华人妻子儿
女移民美国、禁止华人在政
府就职、禁止华人同白人在
法院对簿公堂。《排华法案》
的立法理由，就是基于对华
人族裔的种族和文化的歧
视，是美国白人族裔对华人
的“偏见与傲慢”的产物，也
是那个时代背景下苦难的

中国人的历史写照。《排华
法案》令华人在美国这个所
谓的“文化大熔炉”里抬不
起头，其遗毒甚至影响至
今。《美国法典》上依然保留
有“排华”目录，这就是一个
例证。

从历史的角度看，当时
的美国虽然在大思想家托
克维尔的眼里为民主自由
国家，但历史的局限仍然在
美国的成长过程中，刻尽了

“错误”与“后悔”等字眼。
然而，美国仅就二战期间日
裔美国人被关进集中营、武
力推翻夏威夷土著王朝、黑
奴制、印第安人不公平待遇
等数个“历史罪孽”作出过

国家道歉。到今天为止，依
然有许多族裔的美国人和
团体，因历史上的不公正的
待遇，或其祖籍国被美国不
公正的对待，而在寻求美国
的道歉。

从这个意义上说，姗姗
来迟的《排华法案》道歉案，
不仅是美国自我的突破，更
是美国华人及全世界华人
的重要性突破。

道歉案的全票通过，正
好与 2012 年大选年的时机
吻合，这一意义在于美国社
会认可了华人的参政决心
与能力，认可了 400 万华裔
美国人手中选票的影响性
作用。是选票最终令华人

赢 得 了 曾 被 损 害 了 的 尊
严。华人群体在美国主流
社会地位的上升，将进一步
凝结不同背景的华人的感
情和亲近感，为进一步融入
美国社会提供更好的基础。

由于道歉案的提案人，
只要求对“事”道歉，而不强
求对“人”道歉，《排华法案》
道歉案并不涉及对当年受
到损害的华人及其后人的
赔偿问题，所以这一道歉
案，更多只是宣示性的。这
也是这一道歉案，看似严肃
而浓重，却依然带有遗憾的
地方。

□和静钧（学者）
相关报道见A2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