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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

魂。 往昔，人们“欲断魂”是因为对逝去

亲人的哀思所致。 但现在，恐怕还得加

上让人“死不起”的各类天价殡葬费所

迫。

每逢清明，殡葬就是一个绕不开的

话题，而各种天价殡葬服务收费则是重

中之重的话题。近些年，从天价墓地、天

价骨灰盒，再到此次的天价太平间看望

费，不断被曝光、重复被曝光，每次曝

光，都能引起人们的热议。一方面，的确

是由于这些殡葬服务收费太高太离谱，

成为人难以忍受之痛；另一方面，也的

确说明了诸如此类的乱服务、 乱收费，

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规范和改观，亦然

是一大民生之痒。

就拿此次的太平间变“宰人间”等

来说，之所以其高价乱收费能够理直气

壮，而且能够长期存在下去，直接原因

确实与经营者的见利忘义和黑心等有

关。 问题是，经营者的天性就是利润最

大化，而众所周知，按照殡仪馆有关管

理规定，太平间停尸、亲人探望等服务

费用属于市场调节价，收多收少是经营

者自主经营的权力， 只要消费者愿意

付，监管者无权过多置喙，我们也不能

因此一味责怪经营者。

但更深一层次看，高度依附于殡仪

馆或者说就是殡仪馆一部分的太平间，

之所以在经营中能够有强势的议价权

和要价气势， 而群众只有乖乖掏钱的

份，关键还在于殡仪馆这一资源的稀缺

性决定。 而这一公共资源的建设和提

供，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就此而

言，太平间变“宰人间”等殡葬乱象，凸

显和折射了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

缺位。

可再进一步深究， 殡仪馆等资源为

什么稀缺呢？垄断或准垄断惹的祸！我国

《殡葬管理条例》规定，建设殡仪馆、火葬

场， 由县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 自治

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提出方

案，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批；任何单位和个

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兴建殡葬设施。

由此可见，虽然法律没有拒绝更多

的资源进入到殡葬服务设施建设中，但

在实际中，由于殡仪馆等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的建设批准权是在各级民政和政

府手中， 再加上殡仪馆等资源的特殊

性，各级民政和政府在批准这一资源建

设中，很少向社会开放，而基本上都是

公办的殡仪馆、火葬场较多，即实质上

的政府垄断或准垄断，而且实际服务能

力与实际需求存在差距。 这样，在部门

利益、供需不平衡的情况下，殡仪馆内

的太平间收取天价看望费等，便不难理

解。也就是说，太平间变“宰人间”，表面

上折射和凸显的是政府共服务的缺位，

本质上却是政府垄断相关殡葬资源建

设及服务的结果。

在简政放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作用的语境下，这显得尤为不合

时宜。 因此，我们在谴责相关殡葬经营

者黑心、监管部门不作为并进行整顿的

同时，更应该从破除垄断入手，少些部

门利益， 多些对群众和市场的信任，允

许更多的社会力量进入和建设殡仪馆、

火葬场等殡葬服务资源，打破原来政府

殡葬服务几乎独分生意、缺乏竞争的局

面，通过市场竞争的力量，来消除畸形

的殡葬垄断高价。当然，拒绝殡葬天价，

像一些地方探索的那样，政府通过加大

民生投入、通过政府定价为逝者殡葬买

单也可，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消费养老”

更像促销噱头

□杨国栋

深圳消费养老公益项目将全面展开。 届

时，只要持有一张“积分宝消费养老卡”，即使

是买盐、打酱油等日常生活消费，也能通过消

费积分转为养老金， 实现细水长流式的养老

金积累。 （据 4月 3日《深圳晚报》）

买盐、 打酱油， 也能增加退休后的养老

金，听起来的确不错。 但要是养老金这么容易

领，我们还用得着缴社保吗？ 一般市民家庭的

日常消费不过几千元，而买菜、就医、学费和

水、电、煤气、电话、数字电视费等消费，肯定

无法兑换积分，剩下的消费额，即使全部在积

分宝加盟商家中消费，也没多少钱。 所积分值

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就更少了。 毕竟消费者每

笔消费所获的积分， 其实都来自于商家给积

分宝公司的返点，如果积分率太高，商家就只

能抬高价格， 这无疑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刷卡

积极性。

消费养老项目最早在重庆试行， 而在积

分宝公司网站的重庆页面上，参与的餐饮、美

容、 副食品、 电器等商家的积分率为 2%－

10%，加上折扣率也才 5%—10%左右，只有一

家积分率和折扣率都是 10%。这一优惠幅度显

然还不及一般信用卡的消费折扣， 更别提信

用卡本身还有积分了。 由此获得的养老金显

然也没多少，而且完全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等于是消费者把本可以省下的钱换成了积分

宝公司的“养老金”。

且不说一家私营企业操作的养老金项目

能否长期经营下去， 会不会因经营不善导致

消费者的“养老金”全部打了水漂，即使如其

承诺的那样， 消费后回馈的积分都充值到了

中国人保开设的消费养老保险账号上， 一个

月最多入账几十元钱 (和社保养老金的个人、

单位缴费相比，差了近十倍)，几十年后的退休

者能领到多少养老金？ 恐怕每月也就十几二

十元， 根本不足以解决退休后养老金不足的

问题。 而为此要付出的消费， 每月却要上千

元。 还不如直接持会员卡或信用卡消费，得到

消费折扣后，把省下来的钱存银行更划算。

毕竟“消费养老”就是商业养老保险的变

种，不仅完全靠投保人自己缴费，不像社保养

老金那样有单位缴费和社会统筹， 积分宝公

司和保险公司还要从中获取利润， 真正能拿

来发放的养老金就更少了。 而社保养老金则

是公益性的，不存在盈利的说法，如果养老金

余额不足，还有政府补贴。

所以， 与其寄希望于不靠谱的“消费养

老”， 还不如趁年轻收入高时多缴点社保，以

提高今后的养老待遇。

“要求我们填写的是财产申报表，但是表

格的一些设置让我们很难如实填写， 所以很

多人都选择少填。 ”近日，广东省某央企机构

的副处级干部黄锡唐告诉记者。 实际上，早在

两三年前， 广东省政府就要求副处级以上的

官员申报登记名下和直系亲属房产， 今年开

始，副科级以上官员也被纳入登记的范围内。

今年两会后，多地官员财产申报进程提速，然

而， 官员财产透明化依然遭到不少潜在的阻

力。

（据 4月 3日《华夏时报》）

官员财产申报让一纸表格卡住了，表面

看来有些无厘头， 表格空白有限只是技术

问题，如果真的想如实申报，写小点或者加

个附页即可。 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

财产申报考验不止是官员的底气， 即自己

的财产是否合法，都有正当的来源。 同时，

官员所申报的财产， 对于监督部门来说也

是个考验。

之于操作层面，如何核实，如何证明合法

性，渠道在哪里？权限在哪里？界线在哪里？怎

么公开？ 都是需要从强有力的依据中找到答

案。 并且，不如实申报或者申报的相关财产有

问题，该如何处理也应有相应的标准与程序。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地方难以解决的难题。 如

此语境下，表格难填，细小的细节反映的恰恰

是所谓的申报“别当真”的心态，填填表就行

了，别惹事找麻烦。 折射出官员财产申报“摸

石头”的尴尬。

与官员财产申报的舆论关注相比， 来自

于顶层的制度进展一直倍受期待。 不管是正

在试点的地方官员财产申报， 还是普遍层面

上都在执行的领导干部重要事项报告制度，

唯一的依据都是《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要事

项的规定》，从效力上讲，仅仅只是党内的党

纪规定，而且仅止于报告与否，并没给如何申

报、核实程序、结果运用、诚信约束等配套可

操作性的细则， 而各地的试点都围绕这些缺

失来打补丁。

然而，试点受制于利益的掣肘，表现出来

的往往都是内生动力的不足，尺度拿捏游移。

类似的，最典型的公车改革多年原地打转，直

至中央层面出台统一规定取消一般性公务用

车，这项改革在步入良性轨道。 显性在外的公

车改革尚且如此， 更为敏感涉及领导干部切

身利益的财产申报， 绝不是一个地方的少数

人或者个别部门“一个人战斗”能够胜任的。

地方主政者对官员财产申报持消极态度的恐

怕具有共性， 不少的书记市长都表示愿意公

开财产，但前提是来自上层的法律法规规定，

全国一盘棋。

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更有赖于顶层设计

的推动，尽管艰难，但也是大势所趋，去年政

治局全体公开了个人财产给各级官员作出了

示范。 官员财产申报的难点在于财产合法性

的界定， 这是将官员纳入到制度内监督的关

键，解决好了这难题，相关申报、核查、制约与

结果运用等方面，其实都是技术问题，将会迎

刃而解，需要的是智慧与勇气。

过一个清朗的清明节

作为“时年八节”的马年清明节，又将如

约而至———

祭祀的实质，是心境的传达。 扫去一方

尘埃，擦亮一张照片，放上一束鲜花，说出一

段真心话，就能够达到追远思古的目的。 较

之于鞭炮和烧纸带来的诸多不便甚至于危

害，人们可以选择更健康、更绿色的祭祀方

式。献一束花能够寄托哀思、传递怀念之情；

植一棵树能够象征家业长青、薪火相传。 即

便是日渐流行的网上祭祀，也可通过虚拟空

间，保存逝者的人生信息，达到更多地了解

和缅怀故人的目的，还能够为子孙后代保留

一段珍贵的记忆，可谓新颖。

“梨花风起正清明”。 让清明回归清洁

而明净的本色，既是个人情感所盼，也是社

会和谐所需，更能涵养文化传统，一举多得，

何乐不为？ （据《人民日报》）

摆脱行政治校，让大学跑回正道

近日，《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

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的发布，取消的行政审

批项目，就包括国家重点学科审批———

深入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

放权，是我国新一轮教育改革的核心，在这

一过程中，政府动真格放权，以及建立政府

放权之后的学校治理新体系，是两大支点。

前者涉及政府改革， 后者要求建立现代学

校。 如此，才能极大程度压缩权力寻租的空

间，让大学跑回正道上。（据《广州日报》）

卫计委败诉，

社会抚养费冰山终于塌了一角

因质疑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浙江律师吴有水去

年将其告上法庭。 时隔近 5月，广州中院近

日下达判决书，省卫计委一审败诉———

律师质疑并状告社会抚养费信息公开

的举动，无疑是一种公益性的倒逼力量。 只

是我们在关注这种信息公开揭开社会抚养

费“冰山一角”的同时，更应当思考如何从根

本上解决我国行政收费混乱的现状。 行政

收费涉及对民间资源的汲取，最终的正当性

存在于人民的同意。 只有公民通过立法的

形式明确授予行政机关收费的范围、标准、

程序、使用等等，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政府收

费的冲动。 （据《钱江晚报》）

爱吃泡面被美国名校录取？

福州一中一名高三男生王同学，从小就

喜欢吃泡面并尝遍各国泡面。申请美国学校

时，他把这段经历加了进去，还真被美国罗

切斯特大学录取，招生官说录取是因为他对

泡面的狂热。 网友纷纷点评———

美美：这个故事太励志了！ 吃货也有春天！

碳酸钙加盐酸：美国人的幽默都不懂，

真的没有一点幽默感。

RosieSun：如果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分不

够，就算你吃过火星的泡面也不会被录取的。

新浪网友：吃遍泡面是说明这个学生对

于兴趣坚持不懈，美国招生官由此发现他的

这种品质。 从我国教育机制里走出来的“成

品”，可能不大容易搞懂美国人真正在乎的

科研品质和精神。 （据《羊城晚报》）

□余明辉

太平间是死者火化入土前的必经之地，而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医院和殡仪

馆的太平间却发生异化，从宁静之地变质为“扒活人一层皮，发死人身上财”的

圈钱宰人之地。“要看最后一眼，先交 2万元押金”、“不买贵的，就是不孝”。

(据 4月 3日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