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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好了“双11”的伤疤
迎来“双12”的疼

□高亚洲

前女友谈张铁林“皈依佛
门”：他不是善男信女

日前张铁林因为“坐床”

一事，突然成了各大媒体的

热门人物，“皇阿玛”成了“张

活佛”，可惜活佛还没当上两

天，就被曝出连师傅带徒弟，

全是冒牌货。张铁林本人这

段时间可谓“麻烦缠身”，其

女儿诉张铁林16年抚养费的

案件即将于下周三正式开

庭。12月8日，张铁林女儿的

母亲、代理人侯女士被问及

张铁林“坐床门”时，侯女士

认为：“以我对张铁林的了

解，他从来不是什么善男信

女，没有半点慈悲向佛之心，

他所谓的‘皈依’不过是投机

手段，怀有商业目的的。从

来不信佛，居然直接当起活

佛来了，岂不荒唐。”

XING BAO SHI PING星报时评

WEI SHENG YIN微声音

FEI CHANG DAO非常道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

“大放血” 王恒/漫画

“与父母同住可减税”
释放政策暖意
□龙敏飞

8 日，《深圳市养老服务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在深圳市民政局官

网上征集意见。值得一提的是，意见稿中

提出，“将对与老人居住在一起的子女给予

优惠政策，适度增加与老人居住在一起的

子女的工薪所得税费用扣除额，实现赡养费

用的税前扣除。”（12月9日《羊城晚报》）
对于养老，一个共识早已达成，即养老既

包括物质层面的养老，也包括精神层面的养

老。就物质方面来说，各地政府均在加大力

度，但财政支持的力度肯定是有限的，不断地

拓宽社会化养老方式，则成为必然的选择；在

精神层面，为了让孩子们“常回家看看”，2013

年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直接将此条

款写入法律。不过，这些举措的现实效果，都

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常回家看看入法之举，基

本不具备可操作性，更像是一种友情提示。

如今，深圳出台新政，拟规定子女若与

父母同住工资所得税享优惠。这样的举

措，释放出政策暖意，将人性化发挥到极

致。“与父母同住可减税”，可谓一举两得。

一方面，这在物质层面，给家庭减轻了一定

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在精神层面上，子

女与父母同住，可以更好地进行沟通与关

怀，将精神赡养发挥到极致。当然，理想是

丰满的，现实是骨感还是同样丰满，有待于

制度最终的落实与执行情况。

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与父母同

住可减税”是个好办法、好规定。前车之鉴

如德国，因为西方思想与国内思想不一致，

多年来德国成年子女与父母居住在“同一

屋檐下”的只有近一成左右，当德国规定多

代同堂的住宅模式可以减税，而且贷款买

房的利息也可以享受折扣之后，如今，德国

民意测试机构的调查显示，超过 50%的德

国人希望老年时能跟孩子一起居住。当

然，减税带来的物质激励不一定会带来“孝

敬”，但这创造了一种更大的可能性。

承欢膝下、享受天伦之乐本就不是过分

的要求，只是最为朴素的期待。而“与父母同

住可减税”不一定能带来这样的结果，但对

“与父母同住”的行为进行了激励。对政府部

门而言，只能帮到这了，接下来就是考验人心

的时候了。眼下，“与父母同住可减税”一般

的政策暖意，还可能只辐射深圳，这是远远不

够的。同时，因为税收法定等原则的束缚，希

望“与父母同住可减税”能在全国范围内推

广，给“孝道社会”以更大的启示与引领。

父亲故意灌醉女儿
她隔天看到信忍不住哭了

“下次再一起去玩吧。

昨晚你记得喝了多少酒而醉

倒吗？一共是两杯啤酒跟五

杯角 HIGH，这就是你的极

限，世界上有很多坏人，我没

办法永远在身边保护你，所

以才让你知道你的极限，学

会自己保护自己，我相信你一

定能做到。”

@中国新闻周刊

工龄会这样影响生活
不知道可能会吃亏

①部分单位津贴、补贴

会受工龄差异影响；②带薪

年休假：工作满 1 年年假 5

天，满 10 年年假 10 天；③根

据工龄长短，可享受3～24个

月医疗假；④在同一单位连

续工作满十年，可订立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关于工

龄你必须要了解这些！

@人民日报

马上就是“双12”，价格大战又进入了全力冲刺阶

段。但其中有多少是真正让利消费者，有多少是先涨

后降大忽悠？中国消费者协会昨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可

以提供一定参考。这份报告是对94款“双11”网购商

品的价格跟踪情况报告，中消协比较了它们在“双11”

当天、11月18日和12月5日等三个时间节点的售价后

发现，94款商品中，共有32款仍能以不高于“双11”价

格购买。也就是说，虽然消费者忍受了通宵熬夜的抢

货、忍受了慢如蜗牛的送货，终于拿到手的商品很可能

一分钱便宜也没占到。（12月9日《北京日报》）
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在“双11”那天买东西就能

便宜，而平时价格就一定贵。难道是商家不愿意在平

时卖货么？当然不是。只要能赚到钱，商家巴不得天

天都忙得脚不沾地才高兴。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双11”也罢，“双12”也罢，和我们平时见到的商场节假日“让利促

销”是一个道理，都只不过是一种营销策略而已。所谓“买的没有卖的精”，人家不赚钱绝

对不会卖，换言之，就算是“赔本甩卖”，我们也不大可能真的买到比成本还低的商品。

对于那些明降暗升忽悠消费者的商家，有关部门当然应该进行打击，对于变化无常的

商品价格，有关部门也确实应该设立价格追踪监测机制，为消费者的权益保驾护航。但作

为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讲，自己也应该多长个心眼，不要总是商家一忽悠就上当，人家挖个

坑你就往里面跳。

我们知道，再安全的社会环境我们也需要一点自我保护的意识，同样，再好的购物环

境也需要消费者的理性判断。不客气地说，世上本不该有“双11”这样的人造购物狂欢节，

大家都攒着劲到某一天熬夜买东西，甚至高价买回来一堆根本用不着的商品，就是消费理

念不成熟、不理性的表现。现在“双12”又要到了，如果谁又在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到时

候再上当，刚好了“双11”的伤疤又迎来“双12”的疼，真的别光怪别人。

地方车改正在有序推进。尽管车改在地市一级尚未开始普遍实施，但“不够用”“倒贴

钱”这样的基层声音，自去年车改破冰以来一直不断。公务交通补贴会否成为“新福利”？

如何切实防止公车、补贴“两头占”？针对这些担忧疑惑，中央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

办公室负责人进行了解答。（12月9日《人民日报》）
目前，地方公车改革已全面启动。本次公车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取消一般公务用车，

普通公务出行将由公务人员自行选择社会化的方式，以及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可以

预料，如果配套措施迅速跟进，各地执行有力，公车改革在破除官本位，最大限度减少行政

开支，更加便捷、透明保障普通公务出行；特别是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遏制公车腐败等

方面，将会取得突破性进展。

然而，此前从各地实施情况来看，显然还存在一定的弊端。首先，发放“车补”，因为客

观上增加了公务员的工资收入，一直难逃“车补等于公务员加薪”的非议。

有媒体报道，有的地方车改后“公车照坐、补贴照拿”，出现了“两头占”现象；有的地方官

员表示：“车补这么低，以后不出差了。”可见，一些官员仍对使用公车、甚至公车私用恋恋不

舍，对公车改革患得患失；同时，又企图通过提高“车补”、增加收入，平复内心沸腾的“恋公”

情结。因此，各地在车改过程中，应注重规避上述不良现象。发放“车补”，应始终坚守节约

开支的政策底线，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特别是，“车补”标准要征求民意，发放程序应规范清

楚，发放标准应较为合理和固定，并将该项支出成本向社会公开，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换言之，地方公车改革，民意不可缺席。首先，如何向公众解释，并得到多数人认同。

此外，各地不能关起门来定“车补”标准，引进适当的公众参与，更有利于车改的顺利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