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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经

摘要┃因“无证购粮”获罪，跟
时代的进步诉求格格不入，它只会
强化本就不合理的粮食系统行政垄
断经营。收购粮食必须取得行政许
可，不合乎改革本意。

据新华社报道，内蒙古巴彦淖
尔市临河区农民李某，因“无证无
照”大量非法收购玉米，涉及金额21
万元，被当地法院判决构成“非法经
营罪”，被判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2
年，并处罚金2万元。

报道引发轩然大波。很多网友
大跌眼镜，误以为穿越到 1986 年那
个打击“投机倒把”的年代。也有人
认为，应坚持“违法必究”，既然《粮
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了收购粮食
应该取得行政许可，李某没有取得
许可就收购粮食，当然是违法的。

但要追问的是，收购粮食必须

取得行政许可，是否合乎改革本
意？通过刑法追究李某这样的“小
粮贩”，是否固化了粮食系统的行政
垄断？就个案来说，李某收购百余
吨玉米的行为，即便行政违法，是否
应该上升到刑事犯罪的程度？

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
规定，“从 2004 年开始，国家将全面
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
销多渠道经营”。但不知为什么，当
年制定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虽然
写道：“国家鼓励多种所有制市场主
体从事粮食经营活动”，却仍留了个
尾巴：“取得粮食收购资格”后方可
从事粮食收购活动。

哪怕在2013年以来经历了若干
轮“放权改革”，收购包括玉米在内
的粮食应取得行政审批仍没出现大
的松动。今年初《粮食流通管理条
例》修订后，也仅将之前的粮食收购

“先取得许可证，后办执照”，改成了
“先办执照，后取得许可证”。

粮食的“统购统销”是僵化的计
划经济的典型代表，改革开放后，粮
食统购逐渐瓦解。可 2004 年“中央
一号文件”明确的“全面放开粮食收
购”改革愿景，至今没能实现，这不
能不让人怀疑，粮食系统部门利益
太根深蒂固。

现实中，“粮贩子”有其存在的
合理性。因为中国农业的分散化经
营及粮站收购标准比较高（如对粮
食的容重、水分的要求很高），一直
存在所谓“卖粮难”问题。这就产生
很多“粮食经纪人”“粮贩子”，农民
可以在村头直接把粮食卖给他们，
虽然价格低点，但不需要反复晾晒、
去杂质。这对农民、对粮站都大有
裨益。

本质上，“粮贩子”不是什么洪
水猛兽，也难冲击、破坏中国的购粮
秩序，即便违反行政法规，小规模的
无证购粮，在刑法意义上也是“情节
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应认为是

犯罪。就李某无证购粮行为而言，
他是把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粮食卖
到了杭锦右旗的粮站，赚个价差。
追逐这种“价差”，就像当年改革初
期“杨百万们”一样，其实符合市场
逻辑，也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却由于
不合理的制度承受了“罪化”的代
价。

对于这些粮贩子动辄追究“非
法经营罪”，只是在固化陈旧、低效
的粮食垄断经营。而在所谓“粮贩
子”其实广泛存在的现实之下，相关
执法很难“一律化追究”，应警惕选
择性执法，成为粮食部门固化自身
利益的手段。

因“无证购粮”获罪，跟时代的
进步诉求格格不入，已然是个黑色
幽默。粮食系统本身的行政垄断经
营，本就该尽快打破了，再用“非法
经营罪”去强化这种不合理的行政
垄断，更是问题重重，这类做法也应
尽早剔除。

“收购玉米”获罪，一个黑色幽默

就算是老师教的，老师教得也对

@洪凌天：中国人就是习惯贬
低自家的孩子，喜欢人家的孩子。

@Lylalili：说心里话，能辨别真
假的也只有孙悟空了。

@奋斗的苗二 ：就算是老师教
的，老师教得也对啊！公共场所就
该遵守秩序。

不要怨别人，因为假的太多

@BoLAoooooo：不 要 怨 别 人
不相信什么，因为假的太多。

@LSQ-STRIVE：关键是我经
历过啊！只要领导来检查就要大扫
除，门口还得摆两盆花。出去夏令
营的时候，老师让安安静静坐在那
里拍张照就可以了。

@我就呵呵了我的：因为大家
上学的时候被安排着演了不少戏。
大家都作过不少秀了。

“软骨病”已深入某些人的骨髓

@咸心：无论发生什么，总会有
人说：“这事要在中国……”

@求真先生说：有些人心理阴

暗，总喜欢从阴暗面看东西。
@无东西_不南北：“软骨病”、

消极思想已深入某些人的骨髓，妄
自菲薄。

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还有什么出息？

@内心之春：自己都看不起自
己，还有什么出息？

@NirvashLFO：论自信，有些
人还不如这几个孩子。

@用户535737：我就是中国的
脑残粉，我就觉得我们的孩子好。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同样的事儿，偏咱们就是“作秀”？

雨涝险情为何
感觉一年比一年严重？

这几天，湖北的武汉、江苏的苏
南地区，连遭暴雨袭击，到处水势汹
涌，一片汪洋。

“今年的雨水特别大”，成为近
几年中国几乎所有地方暴雨袭击后

“看海”的原因。
把责任推给自然灾害，是最容

易的事，但是，雨涝险情成为如今的
常态，却透着一种不正常。

过去，苏南地区河道纵横交错，
水流通畅，而且平时注重河道疏浚，
暴雨来袭时主动开闸放水，因此雨
涝造成的伤害有限。然而这些年
来，有些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发展，
把精力投注到招商引资工业园区和
城镇化的建设上，规划注重了园区
小区厂房公路，却往往无视河道的
管理。

在我所熟悉的故乡，河道减少
了三分之二以上。在貌似整洁的现
代表征下，大地的毛细血管被堵塞，
它的蓄水和自我调节功能，却被破
坏了。于是，那连绵滂沱而下的雨
水，只能在水泥地面逡巡徘徊，一点
点流向路边的下水道。而下水道建
设的问题，原本饱受批评，它们有限
的能力以及残存的水系，已经很难
分担大地曾经的责任。

于是，雨涝，就成了一年年的难
题。所能选择的，就是大禹之父鲧
曾经使用的方法——堵。雨涝险情
能不一年比一年严重吗？（朱学东）

“早餐奶奶”很崇高
却不值得推崇

在浙江衢州黄坛口乡的毛师花
奶奶，坚持24年每天都到当地一所
学校门口卖早点，一碗香醇的豆浆、
一个金黄的蛋饼，都是5毛钱，且24
年未涨价，当地人亲切地称她为“早
餐奶奶”。

“早餐奶奶”以24年的坚守，诠
释了“商贾有道，仁者有心”的闪
亮。不过，保持“五毛钱早餐”，终究
难有可复制性，置于现实的市场环
境来看，能否真正盈利，恐怕也要存
疑。

在毛奶奶看来，与“听着校园里
孩子们的读书声，看见孩子们和自
己打招呼”带来的满足相比，亏点钱
实在算不了什么。不过，在市场经
济已然成为社会资源配置决定性机
制的背景下，这样的良心拔高本身
也是没有意义的，而在市场经济中，
这种以“知足”为本元的生意道德，
恐怕也不能成为最值得推崇的业
态。

（高亚洲）

■短评

近日，中日两国各有一张“小学
生机场看书候机”的照片走红，却得
到了不同的评价。

在泰国的清迈机场，一群日本
孩子在机场候机，一人一本书捧在
手里。随后，《日本学生在清迈机场

的惊人一幕！中国人沉默了》的热
文在网上迅速扩散。

7月3日，一组西安小学生的照
片同样引发热议。十几名小学生参
加赴日本的夏令营，在机场出关等
候安检时，拿出随身携带的书席地

而坐，安安静静地阅读等待。然而，
摆拍、作秀……一条条戴着有色眼
镜的评论袭来。

同样是“小学生机场看书候
机”，日本就是“有希望”，中国却是

“作秀”？

两组照片得出一种结论：日本
就是素质高，中国就是演戏？喂，拜
托，这是得有多瞧不起自己！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
国进步。从下一代人的身上能够看
到一个国家的未来，这句话并不是
没有道理的。看过太多国人在外低

素质的新闻之后，西安小学生简直
就是一股清流啊！这样的事情难道
不应该鼓励吗？其实，世界上根本
没有双重标准，那些所谓的“双重标
准”其实只有一个标准，以对自己有
利为唯一标准。

不盲目吹捧，更不要妄自菲

薄。事实也好，演戏也罢，至少他们
知道随时随地注意形象，表现国人
应有的素质。

“键盘侠”和“双标侠”们，如果
你们还认为是作秀演戏的话，那也
请你秀一秀，你秀我也夸！

（刘船）

如果这也算作秀，那你秀我也夸▶点评

大到家具、电
器，小到孙女的奶
粉、纸尿裤，甚至一
双袜子，衣食住行样
样都在公家报销。
湖南省衡阳县政协
原党组书记、主席彭
应龙的案件，揭开了
部分工程指挥部管
理混乱、腐败频发的
盖子。

近年来，各地
建设重点项目或重
要工程时，专门设
立临时指挥部是一
种通行的做法。有
些指挥部的工作经
费、拆迁补偿款等
公共资金，通过违
规报销、挪用等方
式流入私人腰包。

新华社发

“临时指挥部”里的猫腻

@微言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