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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祝颐
一年一度的全球环保活动———

由世界自然基金会 (WFF) 发起的
“ 地球一小时”3月31日晚拉开帷

幕，中国部分将于北京时间3月31日
20时30分展开至21时30分结束，今
年国内城市参与的数量再创新高，
121座城市将以相同的方式倡导这
一全球绿色理念。

（ 据《 南方日报》）
自2007年在澳大利亚首次举办

以来，一年一度的“ 地球一小时”活
动已成为一项倡导环保生活的壮观
仪式。天涯共此时，国内外许多城市
都加入了“ 地球一小时”活动。在我
看来，不仅121座城市要体验“ 地球
一小时”，所有地方都要响应节能号
召，用行动书写“ 低碳宣言”、倡导
绿色理念，平常做足节能功课。关掉

不该开的电灯，合理调整空调温度，
少开一天汽车，为节能降耗做点实
事，十分必要。从长远来看，“ 地球一
小时” 体验只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
的节能宣传形式，要真正保证节能
实效，关键在形成规范化的制度约
束，下决心把能耗降下来。

能源紧张形势并非一朝一夕
可以化解。无论从经济的角度还是
从节能环保的角度考虑，提倡节能
降耗，建设节约型社会，已经成为
社会共识。许多地方都采取过措施
节能，对浪费能源现象提出批评。
但是在节能的问题上，倡导的多，
落实的少。有的地方并未形成节能
共识，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
一套。比如，陕西省凤县在打造旅
游品牌过程中，投入6.5亿元打造

“ 月光之城”，苏北贫困县灌云县，

在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水
平较低的情况下，打造世界一流亮
化工程。常州市为迎接省运会花费
2.9亿元实施“ 一路两区”景观照明
提升工程。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坚持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
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突出位
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
去年哥本哈根会议前夕，中央又把
低碳量化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
划。节能减排纳入了地方政府绩效
考核范畴，节能减排工作势在必
行。但是，熄灯一小时体验只是倡
导一种节能理念，并不具有法律制
度效力。机关响应节能号召，一次

两次关掉不该开的大灯，合理设定
空调温度，一段时间内少开公务
车，或许不难，可是，要让节能成为
一种习惯并不容易。

既然中央已经把节约资源上升
到了基本国策的高度，我们就应该
积极响应号召，认真实践，确保节能
的实际效果。对浪费能源的现象，不
仅要批评、倡导。而且要对如何节能
作出刚性的制度安排。不仅每个公
民要自觉履行节能责任，政府机关
更应该示范节能。比如，考虑把能耗
指标与政绩考核挂钩，紧缩能源预
算，对超出预算的能源支出改由个
人买单，让机关工作人员感到浪费
能源不仅要曝光出丑，而且要承担
经济责任。如果对节能减排形成刚
性制度约束，再结合“ 地球一小时”
体验，节能效果将会更好。

保护地球 关键在“ 一小时”以外
》短评快

清理路桥费
要多啃点硬骨头
□毛建国

去年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国
家发改委等五部委联合出击，决定
用一年左右时间开展“ 路桥费”专
项清理工作。现在距离清理限令到
期不到百天，济南黄河大桥上市已
经10年，收费已经27年，收回的资金
也已经超建设成本10倍，可现在仍
然“ 服役”。

（ 据央视《 经济半小时》）
法治社会建设正在有效推进。

有人称法治社会是指公民要依法办
事，而事实上，法治社会更强调行政
依法办事。按照2004年颁布的《 收费
公路管理条例》，转让经营性公路收
费权，不得延长收费期限，且累计收
费期限的总和不得超过25年。路费
收费依法办事，指的就是严格执行

《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确保收费期
限不得超过25年。

济南黄河大桥1982年7月建成
通车，1985年4月开始征收车辆通行
费。现在济南黄河大桥至今已经收
费27个年头，捅破了25年的“ 天花
板”，而且，根据《 第一财经日报》的
报道，从济南黄河大桥注入上市公
司的10年左右时间，已经收费超过4
亿元，这已经是当初建设成本的10
倍以上。

可相关方面却抛出了各种理
由，有意让大桥“ 超期服役”到2017
年，让其收满32年。据称，大桥每天
的车流量25000车次，年收入4千万
元左右；多收5年，就是2个亿。看来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行政和资本也
差不多，道德与自律是多么无力。这
个时候，必须有外力，果断叫停大桥
收费。

从去年6月10日开始的“ 路桥费”
专项清理工作，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战
果，一批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得到了清
理，一批超期服役、违规收费的路桥已
经还原了公益本色。但要看到，已经清
理的大多是一些“ 软柿子”，真正的

“ 硬骨头”还在后面。
济南黄 河 大 桥 正 是 这 样 一 个

“ 硬骨头”。从目前迹象来看，讲道
理摆事实，可能收效甚微。这个时
候，需要强势出击，果断依据相关规
定，迫其终止收费。这个“ 硬骨头”
啃不下来，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大
打折扣。可以说，现在济南黄河大桥
已经出招，正等相关方面拆招。公众
拭目以待，希望“ 路桥费”专项清理
多啃掉几个“ 硬骨头”。

40万话费从何而来
□乔志峰

2010年10月，黄先生在正规手
机店买了一款手机，手机被设扣费
软件，产生多项订制服务费用。使用
一个多月即已欠费40多万元。

（ 据《 广州日报》）
黄先生通过法律手段为自己讨

回了公道，但此事却仍然有一些疑
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其一，那40多万元被吸走的“ 欠
费” 最后由谁支付？抑或是不了了
之？其二，一个多月吸费40多万元，该
手机自动上网订制的多种SP服务到
底是何内容、由谁提供？这么昂贵的
服务，是否涉嫌欺诈？其三，电信部
门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手机吸费的问题由来已久，其
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 响一声”的
骗局，即手机上“ 响一声”就挂的电
话千万不能回拨，否则每分钟吸走
你几十元甚至数百元话费。然而，工
信部却称：清算司对65个所谓“ 吸费
号码”进行回拨测试，结论是“ 高额
吸费基本不可能”。此言一出，舆论
哗然，据网络调查，87%的网友“ 不认
可”这个结论，有2万多人表示曾遭
遇过电话吸费诈骗的陷阱。一些地
方的警方也表示，仅根据对65个号
码的测试结果做出结论“ 不科学”。

吸费诈骗到底“ 可能”吗？吸费
现象在多大范围存在、严重到什么
程度、有哪些“ 变种”、涉及哪些利益
链？这些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不知相
关部门对此作何感想？如果不能痛
定思痛，对此采取强有力的监管和
打击的措施，手机有没有变成“ 吸费
机”的危险？

严查“ 天价烟”
不该从市场入手

□陈国琴
4月1日起，重庆全市禁止明码

标价或实际零售价格超过1000元/条
的卷烟。重庆市烟草专卖店有关负责
人证实，严查“ 天价烟”是国家烟草
专卖局组织的统一行动。

（ 据华龙网）
或许，面对国家烟草专卖局统一

组织的严查“ 天价烟”行动，市场上
价格超过1000元/条的卷烟将会因此
而“ 销声匿迹”，可是，这绝不意味着

“ 天价烟”将就此彻底“ 消失”，也许
会进一步抬高“ 天价烟”在地下交易
的行情。

事实上，对于那些平日里早已习
惯了抽“ 天价烟”的人们来说，国家
烟草部门这样的行动，对他们来说不
会有丝毫影响。毕竟，他们平时抽的

“ 天价烟”，大都不是自掏腰包购买，
即便市场上禁售“ 天价烟”，但也不
会对他们造成影响。另外，有关方面
对于“ 天价烟”的界定，显然存在着
太多的歧义，超过1000元/条的卷烟
便禁止在市场上流通，那999元/条的
卷烟，又该如何来界定呢？这样的话，
很多“ 天价烟”将可能会打“ 擦边
球”，而这也反映说相关的禁售政策
存在着明显的“ 瑕疵”。

国家烟草部门如果真的想要遏制
“ 天价烟”，那么，从市场销售渠道入

手，这显然“ 跑了题”，其实，应当从烟
草生产源头抓起，同时，还需防范烟草
管理部门暗中生产大量的“ 特供烟”。
虽然大批的“ 特供烟”往往不会流入市
场，但其存在的危害恐怕要更大。

□王旭东
3月30日，审计署发布玉树地震

灾后恢复重建2011年跟踪审计结
果。结果公告称，截至2011年10月
底，青海省共收到社会捐赠资金
99.32亿元，拨付48.29亿元，结余
51.03亿元。审计中还发现了2.78亿
元建设资金闲置未发挥效益、部分
项目施工质量未达标等问题。

（ 据审计署网站）
这是一份让公众基本放心的审

计结果。饱含爱心的社会捐赠资金，
正在玉树灾后重建中发挥积极的、
有效的作用，并且基本上没有出现
严重问题，闲置的建设资金也已启
动，令人欣慰。这或是跟踪审计应该
达到的效果。跟踪审计成为近几年
审计工作的关键词，并且逐步建立
起牢固的“ 防护墙”，让重大建设项
目不再出现重大纰漏。由此可见，跟
踪审计给重大建设项目注入“ 免疫
系统”，发挥出“ 预防针”的功效，

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把审计整改成果
转化为监督力、纠正力、执行力和生
产力。

如果将审计制度分为几个阶段
的话，李金华时代是“ 风暴阶段”，
之后，可以称之为“ 后风暴时代”。
审计风暴有其历史背景，大有力挽
狂澜的气魄，治顽症，当用猛药；惩
乱象，当用风暴。没有当时的风暴，
就不会有审计制度的激活与发展，
不会有审计制度的威慑与尊严。当
审计的风暴效应得以淋漓尽致后，
继续风暴式审计就未必是最佳选
择。跟踪审计，应该是风暴时代与后
风暴时代的“ 连接体”，既是审计制
度的有效衔接，又昭示着审计或进
入“ 和风细雨时代”。因为及时发现
问题，及时纠正问题，就不会掀起

“ 巨浪”，却能“ 润物细无声”。
审计工作及审计制度的趋势与

走向，专业人士有自己的观点。中国
审计学会副秘书长、审计署科研所

副所长崔振龙认为，审计的价值，不
仅仅是揭露问题，更追求通过审计
使得政府公共管理水平得到不断的
提升。审计署审计干部培训中心副
主任章轲也认为，今后审计工作应
该把重点从看问题转移到找原因。
审计人员过去是替人看病的医生，
今后应向“ 保健医生”转变，看病是
手段，看好病才是目的。从目前的诸
多审计情况看，“ 保健型审计”已走
向前台，且在不少重大建设项目上
体现出保健功效。

每一次审计实践都是审计制度
完善的过程，同时，审计制度唯有进
一步完善，才能促进审计实践。审计
制度要想成为保障经济建设健康发
展的“ 品牌”，唯有不断进行制度创
新与改革，在实践中改进与丰富。告
别审计风暴之后，维系审计的威力，
更有效发挥审计的监督与保健功
效。因此，审计制度的改革、创新与
实践要“ 风雨兼程”，永不止步。

“ 保健型审计”该走向前台

美堂 绘

福建泉州近日曝出的路政系统腐败窝案，稽查部门对违章车辆“ 选择性执法”，“ 交钱就放行”。（ 见本报昨日A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