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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Sshi ping 一块“荧光猪肉”不需要如此多的事后诸葛
金戈

据 12 月 12 日《新京报》报道，中石油

高管薪酬百万被指激励过度。报道称，

2007～2010 年中石油高管人均薪酬分别

是96.29万、89.23万、86.18万和110.22万，

同时企业的实际营业利润率为 8.90%、

7.46%、-7.38%和2.50%。这则消息引起读

者的广泛关注。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薪酬激励制度是

一项重要内容。薪酬激励制度的一个重

要原则是，企业高管人员薪酬应当与业绩

优劣挂钩。高薪酬必须有企业的业绩作

为前提，只有高管的薪酬与企业业绩挂

钩，才能真正产生出激励效应。好的薪酬

制度的关键是要建立在业绩考核的基础

上，把考核结果跟薪酬激励挂钩。从上面

列举的数据不难看出，2009 年，中石油的

实际营业利润率为-7.38%。企业利润率

负增长，而高管们依然拿着丰厚的高薪，

岂不令人费解？

这篇报道还写道，2007年到2010年，

中石油能以超低价格租到工业用地，使中

石油仅以20亿元得到11.45亿平方米土地

使用权；由于国家征收资源税力度不够，

使中石油以较低成本获得原油和天然气；

由于石油企业对国家有很强的谈判能力，

使得中石油产品价格远远高于世界其他

国家的价格水平，由于差别化的贷款利

率，使中石油能够以低于市场贷款利率的

成本进行融资。除此之外，中石油还连续

4年获得政府的高额补贴。请看，政府给

中石油高额补贴，中石油则给高管们高额

薪酬，这样的事情众多的纳税人怎么能够

接受呢？

笔者注意到，记者在编发这篇报道

时，煞费苦心地做了一个“和谐”的标题：

“中石油高管薪酬百万被指激励过度”。

笔者认为，“激励过度”四个字，远不能反

映这件事的真实面目，不妨改为：“中石油

高管薪酬百万是‘激励过度’，还是权力自

肥”？

是“激励过度”
还是权力自肥？

宜人

“先抓到通缉人员才能撤销。”

——一名在逃人员被警方网上通

缉期间，居然通过低保复审，享受每月

上千元的低保待遇。在逃人员消失期

间，居然在“求职就业证明文件”上多

次“露面”被推荐工作。无奈的受害人

戏称，低保部门是“为在逃人员解决后

顾之忧”。

“国际上，仅有 20%的药品经由医

院卖出，而中国 80%的药品由医院卖

出，中国医院普遍存在以药养医现象，

医生成了最大的药贩子，为数千年来

之未有！”

——朱幼棣，国务院研究室社会

发展司原司长，著有《大国医改》一书，

剖析中国医改。他在与郑州药交会同

时同地举行的第二十届中国医药企业

营销高峰论坛上作了如上怒斥。

12月8日上午9点，中国工程院正

式对外发布54名新增院士名单。仅一

小时后，新晋院士谢剑平便在网上被

冠名“杀人院士”“烟草院士”，谢剑平

的主攻方向是卷烟“减害降焦”研究。

（详见本报今日15版）

谢剑平当选院士，引发舆论轩然

大波，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毕竟他研究

的领域是香烟如何“减害降焦”，换句

话说，也就是如何让公众“更好”地吸

烟。可是，吸烟有害健康，这是谁也更

改不了的事实。表面上看，其行为也

有合理性，其实不然，“低焦油不等于

低危害”是科学证明的真理，相对而言，卷烟

减害也被成了“伪命题”，“减害降焦”更无法

杜绝吸烟的危害。因此，为了公民的健康，

院士应该朝控烟禁烟的方向努力。

这里再说说院士评选。尽管网民对科

学界了解不多，没有选举的权力，但他们也

有基本的认知力、基本的辨别力，应该有说

出不同看法的权力，院士评选何不考虑一下

他们的感受？如今的院士评选完全成了“圈

里人”的事，不足为外人道也，只在结果出来

时，公布一下，其中的弊端，也到了该思量思

量的时候了。 黄齐超/文 美堂/图

“烟草专家当院士”，何以舆论哗然

徐志翔

自查自纠不能留下“豆腐渣”

非常道
feichangdaoF 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锐评Rrui ping

减负越减越沉，孩子情何以堪？

作为一位学生家长，笔者是深有体

会的。儿子在上七年级，天天作业成堆，

写到11点甚至12点是经常的事儿，而早

上 6 点多又要从床上爬起来。起得比鸡

早，睡得比狗晚，干的比牛多。你说困不

困？看着儿子整天和大熊猫一样黑着个

眼圈，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痛。

孩子的睡眠到底是谁的？很多人可

能会说这是个多余的问题，“肯定是他自

己的呗”，但从现实来看，是他自己的却哪

有由他自己做得了主？在升学率才是硬

道理的大旗下，哪个学校又会拿孩子的睡

眠当回事呢？在竞争日益激烈、就业压力

不断加大的社会环境下，哪个父母又敢拿

自己的孩子的一生做赌注呢？因此每天

早晨看着孩子酣睡的可怜样，尽管不愿但

还是不得不硬起心肠叫醒孩子。

有医学专家指出，中小学生如果长期

睡眠不足，会造成免疫功能下降，体质下

降，注意力和记忆力下降，从而导致情绪

低落、学习兴趣不高和学习效率低下。

因此，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早就要求

各级学校要制订科学的作息时间表，确

保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不少于 10 小时，

中学生不少于 9 小时。但是只要有考试

在，只要有以分数为唯一评价标准的升

学机制在，还不是成了一纸空文？马广志

孩子的睡眠是谁的？

七嘴
八舌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今年发布的《中国少年儿童十年发展状况研究报告》表明，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睡眠

时间持续减少，其中近八成睡眠不足。报告显示，2010年，中小学生在学习日的平均睡眠为7小时37分，比2005年

减少了1小时22分，在周末的平均睡眠为7小时49分，比2005年减少了1小时47分。（12月12日《新京报》）

孩子睡眠不足是谁惹的祸？

其实，教育者对学生负担过重的危害

不是不懂，为孩子减负的办法并非没有。

从中央到地方都一直在提倡素质教育，推

进减负政策。改革中考制度，取消小学统

考环节，规定作业量……一些减负令描绘

的愿景很美好，但是减负令再漂亮，关键还

在于落实。如果没有配套措施跟进，再好

的减负令也可能事与愿违、变调走样。

正如某教育官员所言:“由于减负牵

涉的问题和环节涉及到教育最深层的内

核和导向问题，改革起来相对困难。”在

优质教育资源尚未大众化、还要依靠考

试成绩选拔人才的当下，孤立地谈减负

殊为不易。不仅学校不愿减负，家长也

普遍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身体方面

只考虑增加营养，至于孩子的课业负担，

即使家长心疼孩子，嚷嚷为孩子减负，但

是为孩子的前途着想，除了代替孩子背

书包，给孩子好吃好喝的以外，并不愿意

减轻孩子的课业负担。尤其在毕业年

级，即使教育部门规定老师少布置作业、

不补课，家长也会主动给孩子买各种学

习资料，送孩子上各种培训班。一道道

减负令的实际效果往往被应试教育消弭

得所剩无几。面对学生课业负担沉重，

睡眠不足的残酷现实，如何减负是一个

具有技术含量的问题。减负令如何契合

教育现实，减负指标如何执行，如何监督

与问责，应有周到的制度安排。

叶祝颐

北京市民李先生称，近日他在居住地

附近的菜市场买了一块猪肉，放在家里半

夜发出蓝光。对此，出售该猪肉的摊贩称

其所售肉都是从正规屠宰场批发而来，且

都已检疫合格。检疫部门称发光猪肉很可

能是生猪在饲养环节即被喂食过含磷过量

的饲料，也可能是感染了荧光菌；食品卫生

专家董金狮分析，猪肉发出荧光，很可能是

不法分子在猪的肥肉部分涂上了荧光增白

剂。（12月12日 中国食品安全网）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近

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国家有关部门使

出浑身解数，打出综合整治的组合拳。

在这个问题上，法律并没有缺位。根

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的规定，国家对生

猪实行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统一纳税、分

散经营的制度。国务院商品流通行政主管

部门主管全国生猪屠宰的行业管理工作。

北京作为首善之区，自然有标准规范的屠

宰流程。事发后，各色人群也都能做出自

己合理的解释。猪肉的摊贩、检疫部门、食

品卫生专家各有各的说辞。

而作为一名普通的消费者并不关心事

后相关责任人、相关部门以及专家们说出

有多少种听不懂的科学名词，我们消费者

只关心买到手的猪肉能不能放心地吃下肚

子，至多有一些较真的人想问责下这块“荧

光猪肉”是如何合格的。

与之对比的是，食品监管部门仅仅满

足于所谓的抽查结果，或者满足于所谓的

突击检查，只要这些关键的关口没有出问

题，一些食品就犹如披上了免检产品的外

衣，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成为合格的产

品。而一旦出现问题，友情提醒就成了高

频词。友情提醒不是监管部门的天然属

性，事后诸葛也不是监管部门应有的身

份。

基于此，监管部门不能满足于给出一

个充满可能性的结论，而应该正本清源，勇

于承担自己失察的责任，进而知耻而进乎

勇，顺藤摸瓜找出问题的源头来，这样才能

成为民众心目中可以信赖的机构。

老报人说L lao bao ren shuo

为筑牢工程建设项目的“防护堤”，湖

南省今年加大对工程建设领域新开工项

目的滚动排查力度。据初步统计，截至

10月底，全省共自查投资规模500万元以

上政府投资项目 9361 个，投资规模 3000

万元以上其他投资项目 2065 个，排查中

共发现问题 10530 个，已纠正问题 9312

个。（12月12日《湖南日报》）

在工程建设项目中采取“自查自纠”

的方式不是不可，但要避免以下问题的发

生，一是自查而不严查，自己查自己有时

会得过且过，缺少严厉严谨的作风，对一

些小的问题也就自我过关了；二是自查而

不自纠，问题查出来，感到是一些无关紧

要的问题，也就不及时整改，就因这些小

问题的叠加，最终成了大问题。

年底了，地方政府对各类工作进行检

查少不了，不少单位都喜好先搞个单位内

部“自查自纠”，但要注意工作作风上“自

查自纠”也很重要，千万不要留下什么自

查自纠的“豆腐渣”，这样对来年工作是十

分不利的，也留下了工作作风上的“豆腐

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