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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公安部统一指挥破获了一

起特大利用地沟油制售食用油的系列

案件，摧毁了涉及 14 个省的“地沟油”

犯罪网络，抓获柳立国、袁一等 32 名

主要犯罪嫌疑人。（详见本报昨日 3

版）

证实“地沟油”上餐桌

代价太大

□江德斌

此前， 据武汉工业学院食品科学

与工程学院教授何东平估计， 目前我

国每年返回餐桌的地沟油有 200 万

~300万吨。 民众对此反响强烈。 可是，

马上就有多位官员站出来，否认“地沟

油”流向餐桌，何东平也迫于压力而改

口。 公安部破获“地沟油”制售食用油

特大案件，证实了“地沟油”流向餐桌。

只是，本来应该早日杜绝的“地沟油”，

却因官员的矢口否认而被拖延时日，

社会因此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从案件披露情况看，“地沟油”利

益链条已存在多年， 各个环节都在违

法经营牟利，生产销售量也非常大，覆

盖到数省范围。 非法牟利者打着合法

经营的幌子，持续数年不被查获，可见

监管部门是何等失职。

引导“地沟油”

变废为宝

□吴睿鸫

公安部门在对“地沟油”实施严打

的同时，也应采取疏导的措施。 具体点

讲，用市场调节机制来引导“地沟油”

改邪归正。 按照现有科技水平，“地沟

油”完全可以变废为宝。 其中，最有发

展前途的是用它来生产生物柴油，不

仅提炼工艺简单， 而且产业化后的市

场前景广阔。 目前，收购一吨“地沟油”

需 2300 元，提炼加工成生物柴油直接

成本为每吨 3600 元，产品市场售价为

每吨 4400 元，每吨售价比化石柴油便

宜 1000 多元，经济效益非常可观。 这

意味着，按照市场规律来对“地沟油”

进行正常运作， 形成一条规范有序的

产业链条，不但能使“地沟油”理直气

壮地走上台面， 且能大大节省监管成

本，减轻公共治理难度。

具体到“地沟油”市场化操作，一

方面， 用公共资金补贴回收和生产企

业。 我们不妨核算一下市县长负责制

的监管成本，将这些成本作为补贴，在

财政上单独列支出来，补偿给回收“地

沟油”的企业和生产提炼企业，以规范

回收企业，激励生产企业。 与此同时，

参照国外管理经验， 制定出符合我国

国情的税收制度。 譬如，美国能源部门

早就通过政策法规，要求联邦、州和公

共部门必须有一定比例的车辆使用生

物柴油； 欧盟则要求欧盟各国降低生

物柴油税率， 并对生物柴油在欧洲汽

车燃料中的销售比例作出硬性规定。

显然，通过市场化机制，不仅能让

“邪油”走上正路，还符合现代绿色产

业理念。

不要等到“人没了”才去建桥

□敬一山

邵阳沉船事故的善后工作还在继续，12 名

遇难者的家属已与当地政府签订赔偿协议，当

地有关部门决定投资 1400万建一座大桥。 而据

报道， 此前当地镇政府曾多次向上级提交报告

请求建桥，但一直未果。

沉船地点上下约 50 公里水域内，没有一座

桥，两岸 10 万百姓要过河只能靠渡船。 而人多

船少导致的超载， 加上水下被挖得千疮百孔的

河床，成为这次船祸异常严重的重要原因。 如今

的建桥决定， 算是从根源上消灭了一个安全隐

患。

无独有偶，大约一个月前，河南内乡县一位

69岁农村老太太，因救落水儿童而不幸牺牲，这

位“最美奶奶”感动了中国。 但记者了解到，在老

太太牺牲的湍河地段， 河道也因采沙而变得高

低不平，深水区有四五米深，涉水的几个孩子不

知深浅，酿成祸端。 更匪夷所思的是，和邵阳一

样， 附近的一座桥被洪水冲毁 6 年， 一直未修

复，3年来有 8 人在该处丧生。 而在“最美奶奶”

救人牺牲引发舆论关注之后， 内乡县才决定在

该河段修建一座新桥。

人死了，想起要修桥。 这样的决定，来得实

在太晚了一些，代价也实在太大了。

其实，引发这些事故的很多原因，早就该引

起当地政府部门注意，并加以解决。 比如，在邵

阳，当地无序采沙让河床变得沟沟坎坎、隐患重

重，此前也曾有儿童在挖沙坑中溺水而亡，村民

们对此早已是怨声载道。 邵阳县政府也并非不

知道隐患的存在， 但种种禁令和公告从未得到

有效落实，有村民直指是因为有官员参股。

相似的原因，相似的人命悲剧，让人们不能

不追问，还有多少被挖得满目疮痍的河道，像是

一个个巨大的陷阱“潜伏”在村庄？ 还有多少桥

梁应建未建， 村民们只好用种种危险的方式渡

河？ 而各地的政府职能部门，为何总是对“隐患”

视而不见，直到发生重大事故？

事故发生之后，湖南出资 1400 万元在邵阳

事发河段修建新桥， 河南内乡县事故点的新桥

也将投资 3000万元。

由此可见，对地方政府来说，修桥并非没有

能力，而是没有“出事”，以“出事”为标准来完善

公共服务，实在太不应该。

连续的两次事故，已经证明违规挖沙、桥梁

受损不建并非孤例。 鉴于一些地方政府在治理

挖沙乱象时长期存在主观不作为、消极作为，在

审批桥梁修复、 建设时存在权限不够的客观情

况，建议省级乃至更高级别的有关部门，对全国

挖沙的河道进行普查、整顿，对损坏的桥梁、该

建未建的桥梁进行统一修建———一句话， 不要

等到“人没了”才去建桥。

真人秀节目

“狗血”也要有底线

□张磊

微博上流传着一个新闻故事：上

小学的小明捡到 3 万元钱， 拾金不昧

却被人冒领，真正失主找上门来，并将

小明一家告上法庭。 小明遭到父亲的

责骂、同学的刁难，后被判赔失主 6000

元钱。小明想不通，开煤气自杀了。（据

《羊城晚报》）

这是一则让人想起彭宇案的“新

闻”， 很多人看了以后都义愤填膺，有

人认为：“这案子让我们学会捡到钱立

刻藏起来。 ”可是，据《中国青年报》报

道，这是一条假新闻，信息来自南方某

电视台《真实故事》栏目，栏目组称：

“这期节目是情景剧，相关内容由人工

创作，并非真实新闻事件。 ”节目的结

局是：小明自杀后被救活，冒领巨款的

坏蛋退回了 3万元巨款，还发自肺腑地

写了封“悔过书”。

看到这个曲折的故事， 笔者不禁

心生感慨： 这是一群多么脑残的编导

做出来的多么狗血的节目啊！ 他们不

仅把骗取收视率的黑手伸向了无辜的

未成年人， 还把恶俗的价值观强加给

本来应该是一张白纸的少年儿童。 编

导自以为聪明地设计了一个为善遇恶

的彭宇式案例， 却忘了看到节目的家

长应该如何面对孩子的疑问， 当一个

孩子的良知因为这样的低俗节目而受

到伤害时， 谁知道修复一代人的善良

与勇气需要多大的努力呢？

《真实故事》的编导说，“因拾金不

昧而遇到麻烦的人比比皆是， 因此会

出现这样的题材”， 照他们的逻辑，就

是把现实合理想象，然后适当夸张，再

冠以“真实故事”的名号演出来而已，

从哪个角度看， 他们也只是比别人多

迈出了一小步而已。

如果大家都在比那一小步， 突破

底线指日可待。 事实上，中国的真人秀

节目正是在这样的比拼中达到了狗血

的顶峰。 打开电视，任何时段都能看到

一群人在痛陈家史，离婚、不孝、朋友

反目、 闺蜜抢男友、 小三小四粉墨登

场，嘉宾讲述、主持人套话、专家分析，

哭诉、争吵、撕扯、殴打、哭天抹泪、丑

恶嘴脸被揭穿， 赤裸裸的控诉的确让

正常人很难 hold 住。 但是关于造假的

传闻也不断传出，有观众发现，同样一

个男嘉宾， 上周还在 A 卫视扮演受伤

男人， 下周就去 B 卫视扮演抛妻弃女

的无耻丈夫，其他包括剧情漏洞，现场

穿帮不一而足， 甚至还有某女嘉宾在

控诉的时候叫错了名字。 最悲催的是

《我给儿子当孙子》节目中的不孝子一

举成名，他在生活中被人肉搜索，上街

被人推搡。 后来他承认，他、“媳妇”和

“父亲”都是雇来的临时演员，每人报

酬才 150元。

真人秀节目的泛滥制造了一种消

费和围观他人隐私的趋势， 在这样的

曝光中，人格的尊严荡然无存，狗血剧

情的示范效应却暗地滋长。 在这样的

泛滥中， 节目本身的扭曲固然应该批

判，观众的选择也起到了助推作用。 所

以无论是编导还是观众， 在通往底线

的道路上，为了下一代，撤回一小步才

是最好的选择。

巡视组的天价账单暴露了什么

□吴杭民

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困县秭归

巡视，当地既有欢喜又有愁。 欢喜的是有机会向

上级领导反映问题并得到重视， 发愁的则是巡

视组各项开支费用共计 80.19 万元。 这个国家

级贫困县如何埋单？（详见本报今日 3版）

巡视， 是党为了落实上下级监督实行的一

种内部自我监督模式，在我们百姓心目中，巡视

是多么神圣而崇高的事业啊！ 根据 2009年 7月

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

行)》，省级党委建立专门巡视机构对下级党组织

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巡视监督。 而省委巡视

组进行监督的内容更包括“执行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和自身廉政勤政的情况”。

可是，13 个人，20 余天，开销 80 多万元，这

份天价账单———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一个国

家级贫困县的巡视成果，却令我们万分震惊！ 要

知道，作为国家级贫困县，2010 年秭归农民人均

年纯收入为 3497元。 巡视组约 20天的开销，相

当于 200多名秭归农民全年收入的总和！ 他们，

又怎么忍心如此铺张浪费、奢华无度？

记者从秭归县官方渠道， 获得了第六巡视

组在秭归巡视期间所产生费用的明细表。 其中，

接待费 370193 元，礼品 113477 元，外出考察费

139921元，购置设备 109888 元，其他费用 68491

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 13.9 万多元“外出考

察费”中，12.35万元系巡视组外出旅游开销。

再来看， 接待费 37 万余元中， 餐饮费为

90672 元，烟酒费用 15 万元，礼品费用 11 万余

元，平均每人 8000 多元———一个堂堂的省委巡

视组，不仅又吃又喝铺张浪费大手大脚，还大包

小包地收不菲的礼品， 还怎么去大义凛然地巡

视监督人家的反腐倡廉、廉政建设？ 即使如秭归

县委办公室回应所称， 这次巡视真的花费的有

11万元，那么这 11 万多元都用在了何处？ 剩余

的 70多万元的账单又是接待了谁？

当“巡视”也成为一种权力，那么，它本身就

需要被监督。 否则，“巡视”之行，就可能成为潇

洒的“利益收割”之旅。 但是，又该由谁出面对巡

视组“巡视”、给予警告呢？ 奢华的巡视，究竟还

能起到多少真正的监督作用？

借官威咆哮太伤民心

□王国荣

近日， 河南项城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

任刘建立醉酒驾车闯入当地一中学， 因其言语

粗俗、大吵大闹长达一个小时而被网友称为“史

上最牛‘咆哮哥’”。 调查得知，该官员是不满孩

子的座位问题而到学校讨说法的。 此事引起了

当地相关部门的重视， 目前该官员已被免去行

政职务并被调离人大机关。（详见本报昨日 6

版）

不就是为孩子座位前后这么一桩小事嘛，

犯得着这样酒气冲天地赶往学堂， 还指着一直

陪着笑脸的校长脑瓜子，嘴里不干不净地咆哮？

也太有失身份了。 高度近视眼座位移前一些，这

点小事学校肯定会照顾。 即便一般家长去向学

校好好要求，想必也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如此去学校“讨说法”，闹得学生无法上课，

教师无法办公，除了反映刘副主任性子急躁、酒

后发劲儿外，我想更多的是官威发作，自恃有去

学校“讨说法”的底气在———你校长也太不给面

子了，你知道我是谁吗……恕我作这样的揣测，

因为类似的“雷人”“牛人”为数不少，在社会上

类似的“雷语”“咆哮”也时有所闻。 也正是这些

大人的“言传身教”，使得他们的孩子在“耳濡目

染”中渐渐不可一世，才有“我爸是李刚”、“谁敢

报 110”等刺耳的声音一次次响起。

又一个“咆哮哥”劲爆网络，又是个不大不

小的地方官员。 网友评论一针见血：这样的干部

官不大威大，官威综合征损害官员形象、伤群众

心。 能在自己孩子的学校如此毫无顾忌地大耍

酒疯，指骂校长，若是换成在社会其他公共场所

“吃亏”或遇上什么不如意事，还真猜不透他会

怎般撒野，怎么个“讨说法”。 假如遇上再大的利

益纠葛，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厉害招数。 有意思的

是， 这位刘主任酒醒后却谦称本人只是一名普

通工作人员，与咆哮学堂时判作两人，这也许是

很多官员“两面性”的真实写照。

现在， 项城市委只是决定免去刘建立行政

职务，调离人大机关，该市纪委对刘建立作出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还有呢？刘建立的醉驾行为是

要被刑拘被判刑的， 岂能避重就轻或者以罚代

刑？ 在河南这个“禁酒令”实施比较早的地方，不

能破了规矩，不能让官威伤了民心，不能让法律

成一纸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