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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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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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纠错】
1.6 月 22 日 A21 版

《巴总理候选人获提名当
天接到逮捕令》（编辑：张
颖倩 校对：李新荣）一
文，第1栏第2段第4、5行

“提名谢哈布丁为总统候
选人”中，“总统候选人”
应为“总理候选人”；图片
说明中提到的“夏哈布
丁”应同于其他地方所说
的“谢哈布丁”。

2.6 月 22 日 A40 版
《小小奥运会》（记者：周
岗峰 图编：田铮）一
文，第二幅图片说明中
提到的奥运会射击冠军

“杨林”应为“杨凌”。

【文字更正】
6 月 21 日 A36 版

《千元粽子未提交备案
存档》（校对：薛京宁
编辑：杨清晓）一节，第
1栏倒数第6行中“故宫
博物院院”应为“故宫
博物院”。

■ 社论

房产政策“辟谣”，还要看地方政府
目前房地产市场新的变局的主要影响力量是地方政府，楼市走向如何，地方政府的“声音”备受关注。

■ 观察家

建“摩天大楼”
要给市民发言权

据新华社报道，原高
606 米的武汉绿地中心，准
备“拔高”30 米，成为“中国
第一高楼”。可话音未落，
湖南长沙就宣布，将兴建世
界第一高楼“天空城市”，
建成后比著名的迪拜哈利
法塔还高 50 层。对此，有
不少网民发出疑问，一味求
高是发展需要还是面子工
程，摩天大楼是否会成“惊
天灾难”，背后是否债台也

“摩天”。
各地盖楼动辄“欲与天

公试比高”，已经不是什么
新闻。去年民间研究机构
摩天城市网曾发布一个研
究报告，指出当前中国正在
建设的摩天大楼(以美国标
准152 米以上计算，仅统计
写字楼)总数超过200座，相
当于美国同类摩天大楼的
总数。而 5 年后，中国的摩
天大楼数量将超过 800 座，
达到现今美国总数的4倍。

楼盖得越高，危险系数
自然越大。除最直接的消
防安全难以保证外，一旦城
市地下水超采严重，摩天大
楼连能否长久“站稳”都成
问题。此外，一个“摩天大
楼”的建成，对城市地质环
境、交通等方面都会产生难
以预计的影响。换言之，要
不要建“摩天大楼”、在什
么地方建，实际上对公众利
益有着巨大影响。但现实
中，摩天大楼的规划决策，
却很少听到公众的声音。
公众提出质疑的时候，往往
这些项目已经审批立项。

正如一些专家所言，虽
然“摩天大楼”的高度、外
形，都必须要通过地方规划
局的审批，但这种“地标性

建筑”往往比较符合一些地
方官员口味。不要说严加
考察、审慎决策，一些地方
官员甚至会主动要求开发
商“拔高”建筑，以彰显政
绩或者地方形象。一些城
市政府在“摩天大楼”背后
的推波助澜作用，从一个细
节也可见一斑——在美国
建成一座“摩天大楼”至少
需要 10-15年的时间，而在
中国通常只需要 4-5年，以
满足一些官员对“效率”的
追求。

“摩天大楼”并非不能
盖，但城市政府在审批过程
中务要加强把关作用，必须
提高审批“门槛”，赋予市
民发言权。实际上，这也是
国际上“摩天大楼热”得以
遏制的重要经验。

在英国，凡有“摩天大
楼”要立项，则须作为特殊
建筑召开市民论证会议，会
议甚至需要首相一级的官
员参加；在美国，政府要建
一座摩天大楼“是一件很
麻烦的事情”，连大楼门口
的停车位设计都要征求市
民意见。而在德国，各城
市设有“高楼局”，负责审
批高楼建设项目，对新项
目进行环境、文化等方面
的评估；限制建筑高度，把
握新建筑与古建筑风格的
协调等。

从中可见，“摩天大楼”
的审批，除了严格的专业论
证之外，市民意见是非常重
要的组成部分，这值得中国
借鉴。建议今后各城市“摩
天大楼”项目，均需以听证
会等形式进行公众讨论，而
不能关起门来决策。

□敬一山（媒体人）

■ 来论

据报道，住建部、发改
委、银监会、央行等部门 10
天内 4 次密集辟谣，强调对
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未曾
动摇。

这表明，最近社会对于
房产调控政策的走向出现
了认识上的分歧。多部门
密集联袂辟谣，意图定然在
于安定人心。然而，几个部
门的辟谣能否让楼市“风平
浪静”，还要看各地地方政
府如何跟进。

对消费者而言，一定是
要“听言观行”。2012年6月
7日，人民银行宣布下调金融
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0.25个百分点。贷款利率降

低，无异于最有利于房地产
商以及按揭购房者，对于市
场是大利好。而根据报道，
一些地方对于首套房买者提
供 8.5 折利率的银行有所增
加，7折利率也已经出现。

此外，市场再次转暖。
北京、上海、深圳、南京、杭州
等几个具有楼市风向标意义
的城市，最近一段时间购房
热情持续升温，出现千人购
房的盛况。国际投行摩根士
丹利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0
个中大城市房价数据统计，
今年 1-5 月，全国商品房成
交均价同比增长3.8%；其中，
住 宅 成 交 均 价 同 比 增 长
3.4%，连续两个月有所回

升。购房者对于底部已经出
现的预期明显增高。

重要的现象是，一些地
方对于调控政策的逐渐侵
蚀。这两年来，已经有不少
城市在悄悄地尝试对房地
产调控政策进行若干程度
的“松绑”，广为人知的有佛
山、芜湖等。据统计，2010
年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发
布以来，全国有29个城市楼
市政策微调，25个城市获得
通过。

最重要的是土地市场
的再次火热。今年6月份以
来，全国20大重点城市土地
平均溢价率达到 14.6%，其
中 住 宅 平 均 溢 价 率 为

12.75%，商业用地溢价率为
18.85%。报道显示，上海、
厦门、青岛等重点城市结束
土地市场近半年冷清状态，
其中6月6日上海一块土地
出让溢价率高达 435%。土
地财政再次呼之欲出。

在决定房屋价格的诸多
因素中，中央政府政策、银行
信贷、地方政府取向、开发
商属于主要的决定性因素，
而炒房者和正常居住需求
属于次一级的要素。由于
目前银行信贷并未在房地
产领域大放水，同时有关部
门接连辟谣表明中央政府
政策并未松动，而开发商还
普遍面临资金链的紧张局

面，同时由于限购政策导致
炒房和投机因素不能入市，
所以，目前房地产市场新的
变局的主要影响力量是地方
政府。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
摇，成败在于地方政府是否
坚持调控不动摇。

现在，各地还面临着“稳
增长”的任务，在惯性思维
下，各地有很大走刺激房地
产老路的冲动。而要让消费
者对楼市稳定预期，还需要
地方政府用实际行动来“辟
谣”。在中央政府接连“辟
谣”之后，各地切勿把“调结
构”抛之脑后，更不能以博弈
的心态暧昧以待，而要把房
地产调控继续坚持下去。

端午节临近，有记者对
市场上的粽子进行调查发
现，包装豪华的粽子在各大
商场和超市热卖。据报道，
高端粽子市场超 10 亿元，
多数为公款消费，采购粽子
者买贵价粽可获得“返点”。

从形象上来说，粽子本
来就像一位浑身散发着泥土
芬芳的村姑，随手采摘来的
芦苇叶，包上糯米红枣，煮熟
以后散发着大自然的清香，
不需要装点，更用不着装点，

粽子需要的也正是这个味。
但是现在的粽子似乎是村姑
一夜之间变成了声色场中的

“交际花”，华丽包装下更辅
以厚厚的浓妆，这样的粽子
还能叫粽子吗？

这种本身大众性的节
令食品，经过种种包装谋
划，粽子再不仅仅是那个只
是陪伴在老百姓端午节餐
桌上的食品，有的被人捧着
提着走进一个个权贵人家，
有的也成了市井小民之间

庸俗人情往来的“敲门砖”，
虽不堪其负但也追逐不休。

粽子是端午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背后本来有
着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人
文情怀的延续。可是如今
的那些“豪华粽子”究竟有
多少被好好当作一种端午
文化加以品尝？这样的“糟
蹋”粽子不仅是一种巨大的
浪费，更是在糟蹋传统、糟
蹋端午文化。

□朱少华(职员)

“豪华粽子”坏了端午文化

“摩天大楼”要立项，须作为特殊建筑召
开市民论证会议，这是国际上的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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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医疗腐败：“态度”很重要

补偿“高考时间”，前提是“公开”

近日，深圳16名医院管
理人员被立案侦查。16 人
中，5名医院正副院长、4名科
室主任因涉嫌受贿罪已被检
察机关决定逮捕，另外7人被
依法取保候审，刮起了一场
医疗系统“反腐风暴”。（6月
22日《中国青年报》）

要治理医疗腐败，方法
很重要，但“态度”可能更重
要。首先，执法机构要有“态
度”。否则，一道道越来越严
格，打击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
扑面而来。但执行力却很软
很形式化，自然会变成一种

“逆激励”，让商业贿赂蔓延泛

滥成灾。因而，深圳此次的医
疗系统“反腐风暴”，可贵的正
是让人看到了“态度”。

这些年来，针对医疗腐
败，开出的药方已经足够多，
药力也越下越重，但效果并
不好，难就难在“态度”上。
检验“态度”的标准，不仅是
这样直接的“反腐风暴”，还
需要疏通背后造成腐败的血
管脉络，转变政府职能部门
及医院的态度，通过积极的
医改，调整生产关系，来转变
医者们的态度。

职能部门明知道“财政
投入不足”，很多医院必须

靠以药养医生存发展，如果
还无动于衷，不拿出实质行
动来表明态度，公立医院怎
会不变成追逐利润的商人？

制度设计应该鲜明而
非暧昧，能够传递出一种鲜
明态度——守法经营，阳光
行医是最理性、获益最大的
选择，而依靠卖药卖器械营
利致富是高风险的。只有
通过奠定这种现实基础，在
根本上全面形成好的“态
度”，才可能像很多发达国
家及地区一样，走在告别以
药养医的阳光道路上。

□吴帅(医生)

2012 年 高 考 ，湖 南 省
邵阳市洞口县九中提前 4
分 48 秒打铃收卷，导致不
少学生没填完答题卡。经
查，湖南省政府给予事件
相关责任人处分；对考生
在试题卷上作答未填写到
答题卡上的，予以计分；对
考生因事故耽误的 4 分 48
秒时间给予补偿，具体如
何补偿暂时不明。（6 月 22
日《新京报》）

湖南将补偿“提前收

卷”高考生时间，并声称秉
承的是“公平公正”的原则，
但在我看来，“公平公正”的
前提是“公开”。

从目前透露出的信息
来看，已有的补偿办法，一
是“对考生在试题卷上作答
未填写到答题卡上的，经核
实后视为有效”，对此，当然
没有太多异议；二是“对考
生因事故耽误的 4 分 48 秒
时间给予补偿”，但怎么“补
尝”却大有想象空间，是采

取“平均主义”而“人人加几
分”，还是什么办法？会不
会让部分考生“因祸得福”，
但对其他考生造成新的“不
公平”？

当地称“要经专家认真
研究、科学测算”，但“补偿
高考时间”实在是一种破天
荒的尝试，要想赢得认可，
还是应尽快公开方案，而不
是“藏着掖着”，更不可只让
少数人“闭门造车”。

□张传发（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