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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域面积萎缩至不

足 200平方公里，周边多项建设违规开发。 有关

部门估计已有上万亩鄱阳湖水域被侵占。 记者

调查发现，这些开发多与地方政府相关，违规开

发最多只罚 5 万元， 专家建议将保护湖泊的完

整性与地方政府工作考核挂钩。

村民退出的湖区被填

记者调查发现， 星子县的推土机不断将新

土推到湖床上，围填湖面，修建湖边大道和湖边

公园———斜川公园。附近白鹿镇河东村村民说：

“被填掉的湖床， 有的是我们 1998 年后退出来

的湖区低洼地。现在政府又把它填掉，好不容易

恢复的鄱阳湖又被‘打回原形’。 ”

江西省国土、水利、渔政等部门证实，近年

来，一些地方政府在未被审批的情况下，通过围

湖造田、填湖造地等进行开发建设，保守估计已

有上万亩鄱阳湖水域被侵占。

“填围湖”禁令成空文

2001年的《江西省河道管理条例》明确规定

“禁止围湖造田和修建填湖工程”。 鄱阳湖的湖

泊涉水项目要经过水利部门审批。 江西省水利

厅法规处负责人说：“这些年来， 江西省水利部

门基本没批准过相关的填湖或围湖工程。 ”

记者发现， 填湖围湖背后最大推手是沿湖

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使用指标越来越紧张，以

及湖边土地潜在开发价格高的背景下， 不少地

方将眼睛盯上了鄱阳湖水域。 星子县白鹿镇河

东村磨岭蔡村组，从 2009 年开始，这个村组有

100多亩地以每亩 2万元被征用后，被政府以每

亩 200多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开发商。

专家建议叫停开发

鄱阳湖首次科考负责人、 江西省科学院研

究员谭晦如表示，从长远考虑，必须成立一个综

合性的管理机构，对鄱阳湖进行集中管理，形成

执法合力，否则，鄱阳湖势必又将面临一次新的

“退田还湖”工程。

专家提出，根据《江西省河道管理条例》，违

规填湖围湖最高处罚就是罚款 5 万元， 显然缺

乏有效的强制性措施。 鄱阳湖的最终管理要落

实到沿湖各级政府身上。 建议将保护湖泊的完

整性与地方政府工作考核挂钩， 有效杜绝一些

地方纵容甚至参与填围湖。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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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月入超四千才配谈恋爱？

《2011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出炉，某些数据让人大跌眼镜

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

会婚介行业委员会与百合网

4 日联合发布《2 0 1 1 中国人婚

恋状况调查报告》， 这是继

2 0 1 1 年 8 月我国出台《婚姻

法司法解释（三）》后的一次覆

盖全国的社会调查。

我国“剩男剩女”的婚恋

观究竟有何变化？他们如何看

待票子、房子、“闪婚”和“闪

离”等婚恋问题？ 权威专家从

调查结果中提炼出我国当代

单身人士婚恋观的现状、存在

的问题及其深层原因。

在本次调查收集的 50384份有效问卷中，有

92%的女性选择对方“有稳定收入”为结婚的必

要条件，而近七成女性选择“男性要有房才能结

婚”。

调查显示，近 80%受访单身女性认为男性月

收入 4000元以上才配谈恋爱，相比 2010 年的调

查结果提高了 10多个百分点。 其中，有 27.1%的

人认为，男性月收入 1万元以上才适合谈恋爱。

在本次调查中，有 57%的受访女性认同“干

得好不如嫁得好”，较 2010 年 71%的调查结果有

所下降。参与此次调查的中国社工协会婚介行业

委员会总干事田范江说：“这说明虽然收入、住房

仍是女性择偶的主要条件，但婚姻的经济性功能

有所降低，中国人结婚趋于理性。 ”

去年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重点

对婚前贷款买房、 夫妻之间赠与房产等争议较

大的问题作出解释。 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的受访

者听说过或基本了解最新司法解释中婚前贷款

买房归属、财产分割等具体内容，说明该司法解

释在单身人士中的普及率很高。

本次调查还显示， 在男方出钱买房的情况

下， 有四成受访男性不愿在房产证上加女方名

字，而同样有四成女性要求男方在房产证上加自

己的名字。此外，近 50%的受访女性认为，应由男

方全款买房或付首付。

田范江指出，这说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的出炉让更多女性要求男方“购房加名”，“剩男”

的婚恋成本大幅增加。

本次调查显示，在“90 后”受访者中，初恋发

生在初中的比例达 24.7%，发生在小学的比例达

3.3%， 而 1970年前出生的受访者的两项比例分

别只有 3.6%和 0.6%，可见“90 后”在初中或更小

时谈恋爱的人不在少数。

虽然初恋年龄变小，但“最佳结婚年龄”未

见提前。 本次调查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男性的

最佳结婚年龄在 28岁至 30岁，而六成人认为女

性的最佳结婚年龄在 25岁至 27岁。其中，28.4%

的男性认为女性最佳结婚年龄为 20 岁至 24 岁，

而女性认同该年龄的只有 9.7%， 可见男女对此

问题存在认知偏差。

调查显示，与 2010 年相比，2011 年“闪婚”

“闪离”现象愈发普遍：近 50%的受访单身人士身

边存在“闪婚”现象，比 2010 年大幅提高；21.7%

的受访者身边“有一对半年内就离婚”的人，累

计共有 32.8%的受访者身边有“闪离”的人。

根据民政部统计数据，2011 年前三季度全

国办理离婚登记 146.6万对，同比增长 11.9%，相

当于平均每天就有 5300多对夫妻“好聚好散”。

从近五年情况看，离婚人数更是逐年上升，年平

均增幅为 7%。

全国妇联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樊爱

国等专家认为， 现如今社会的包容性越来越强，

人们逐渐能够接受各种非主流的社会现象，这是

“闪婚”“闪离”“裸婚”“隐婚” 等现象产生的最主

要社会原因。“但是，当婚姻不再是件特别严肃和

郑重的事、 结婚和离婚行为变得过于轻率时，社

会积聚的不和谐因素势必增多，这需要加强年轻

人婚姻责任和伦理道德的教育。 ”

不靠别人

也要活得精彩

在“男女恋爱”的话题

选项中，30%的受访者表示

没有在意过恋爱费用由谁

承担， 仅有 26.1%的人认为

应由男方承担，而更多女性

更乐于接受 AA 制或 AB 制

（男付账多、 女付账少），并

取决于哪一方经济条件更

好。

本次调查执行者、婚恋

专家王治国指出，当今女性

的独立， 不仅包括经济独

立，还有人格独立和精神独

立。 当女人在经济上无法自

给自足时，就会明白依靠自

己是多么重要。

还有专家表示，当越来

越多的女性认为不必取悦

他人、 不再担心失去时，才

能真正感受到生存的意义。

如果在精神上过于依附他

人，吸引对方的特质便慢慢

褪色。 独立不是要“一个人

活”，而是“不靠别人也要活

得精彩”。

家庭、健康和婚姻

本次调查显示， 当前

“剩男剩女” 普遍存在恐婚

现象：44.8%的受访者因为

当前离婚率太高而恐婚，

41.7%的人害怕失去自由，

37.5%的人害怕承担家庭责

任， 而 30.6%的人担心婚后

没房。“高离婚率”“害怕被

束缚”“逃避家庭责任”“没

房”成为人们恐婚的四大理

由。 此外，不少受访者报告

身边有家庭暴力发生，也成

为他们恐婚的因素之一。

由于生活压力及现代

人更加强调婚姻的“自由”

和“独立”，本次调查显示，

在裸婚人士中近七成受访

者认为“过得很幸福”。 裸婚

的北京白领陈女士表示，她

在裸婚时已做好准备面对

未来的各种压力，“只要两

个人能一起奋斗就是最大

的幸福”。

对“什么最能让单身人

士幸福”的选项，只有不到

20%的受访者选择了“财富”

“身份”和“住房”，而“家庭”

“健康”和“婚姻”的比例最

高，成为构成中国人幸福的

三大支柱。 （据《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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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无视禁令填鄱阳湖生财

填湖最高仅罚 5万，水域面积萎缩，违规建设多与地方政府有关

“消毒餐具”

原是抹布擦干

探访长沙消毒餐具市场乱象

近日有长沙市民反映，在当地一些

餐馆发现疑似问题消毒餐具，记者随后

暗访了长沙亿美、佳仕杰餐具清洗消毒

公司。 正规的消毒餐具需经过水洗、浸

泡、380 摄氏度高温消毒、烘干等程序，

而这两家公司都存在有操作不规范的

情况，执法人员对此进行了处理，问题

企业被责令停业整顿。

暗访

抹布擦拭餐具

消毒柜停用

日前，市民王先生在长沙河西一家

餐馆吃饭时，发现使用的消毒餐具有十

几厘米的裂痕。 他仔细查看该消毒餐

具，发现外包装上除了标有“亿美”的品

名外，并没有看到该公司的联系电话和

有效证件编号。

记者随即查询 2011 年 12 月 2 日

长沙市卫生监督所公布的 17 家合格的

餐具消毒单位名单，在该名单中并没有

发现“亿美”牌消毒餐具。

这些疑似问题餐具来自哪里？根据

知情人的指引，记者找到了“亿美消毒

餐具公司”。

进入该公司厂房，记者发现，近 10

名工人正在厂房内对用过的碗筷进行

分装。 记者注意到，该消毒公司用来清

洗、 消毒的设备全部处于停机状态，几

名工人正在手工清洗碗筷。一名工人告

诉记者， 老板购买的机器设备比较简

单， 很难将满是油渍的碗筷清洗干净，

必须人工加洗。

1 月 3 日，在一安置小区内，记者

找到了“佳仕杰餐饮消毒公司”，该公

司卷闸门紧闭， 里面传出瓷器碰撞的

声音。 记者以进货为由敲开卷闸门，5

个工人正使用踩踏封口机为餐具包

装。餐具堆放在大桌上，工人们人手一

块抹布，将餐具随意一擦，便装入密封

袋中。

一位中年妇女称，她在这里做了近

两年，每天要清洗 1000多套餐具。隔壁

一间房是餐具清洗间， 里面灯光昏暗，

餐具被随意堆放在地上，两位女工在水

池边徒手清洗。记者在清洗过的汤勺上

看到一片残留着的菜叶。经过简单清洗

后，餐具被搬去擦干包装，而房内两台

消毒柜已经生锈。

查处

责令企业停业整顿

部分餐馆受到警告

记者随后将情况反映至望城区卫

生监督所， 面对执法人员的突击检查，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显得很紧张，经查该

公司虽有工商营业执照，但卫生状况不

达标。 执法人员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

该公司立即停业整顿。

4 日，记者跟随长沙市卫生监督所

执法人员来到位于岳麓区金星村一家

名为“烟火人生”的餐馆，该餐馆仍然

在使用疑似问题餐具。 执法人员随机

抽取 4 套“鸿宇”牌消毒餐具检查，发

现玻璃杯中仍有灰尘，碗上残留污渍。

在望城坡一家名为“猪肚鸡”的餐馆，

执法人员查看了该餐馆使用的“亿美”

牌消毒餐具， 发现同样存在卫生不达

标的问题。

长沙市食品安全监督科科长蒋志

武表示，按规定，餐饮服务单位未按规

定对餐饮具进行清洗消毒、使用未经清

洗消毒餐饮具的，或违规使用无资质证

明消毒企业生产的集中式消毒餐饮具

的，卫生部门将依规对首次发现给予警

告，拒不改正的，处 2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

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这两家餐馆使用

未按规定进行清洗消毒餐具，未索取生

产对象的工商营业执照、卫生审查意见

书、产品检测报告，给予口头警告。执法

人员提醒市民， 在外出使用消毒餐具

时，可先查看其厂商是否具备消毒餐饮

具的资质。 （据《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