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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平顶山广播电视大学”微信公众号，获取招生简章
全国上网可查 国际广泛通用 专业教师队伍 学习方式灵活
注册即可入学 无需成人高招 取证容易快速 公办院校可靠

平顶山市广播电视大学（公办）
2019年春季招生火爆进行中

工商管理、行政管理、金融学、法学、会计学、市场营销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计算机科学技术
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护理学等

高起专、专升本主要专业：

报名地点：姚电大道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电大招办

咨询电话：3397226 3397060

□新京

1月20日，随着个人所得税APP的更新，
连日来围绕在房东和租客心头的疑云也终于
消散——在更新的版本中，不再强制要求填
写出租人信息，相应的出租人姓名和出租人
身份证号码变为“选填”状态。

这意味着房东不必担心出租信息泄露而
被追溯租赁税费，租客也不必忧心因申报房
租抵扣而“得不偿失”了。

软件更新的背后，实际上是税务部门对
民意的回应。这段时间以来，个税房租抵扣
俨然变成了一场政策、房东、租客间的博弈。
满怀善意而来的个税抵扣新政多少有些尴
尬，甚至遭到一些房东与中介的软抵制。

说“给租客减税是为了向房东征税”，这
当然是对政策的曲解。倘若该项政策原本就

是带着收房租税的目的而来，那么从理性思
维看，房东和租客博弈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放
弃这一优惠，而这可能会导致政策被架空。
这恐怕是各方都不愿看到的事情。

因此，不断有地方税务部门表示，目前不
会将租客申报的信息作为向房东征税的依
据，税务总局也并未要求各地税务部门对房
屋租金收入进行强制缴税。饶是如此，仍不
足以完全打消公众疑虑。道理很简单，如果
信息已经采集，那么追缴的主动权就掌握在
税务部门手中——至于何时追缴似乎就是时
机问题了。

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此次个人所得税
APP 更新把“必填”修改为“选填”，虽然并非
一种“表态式回应”，却也同样有力，让人放
心。通过技术迭代，从信息采集源头就彻底
打消公众的疑虑，表现出抵扣政策的诚意，这

样的更新体现了相关部门的务实精神，值得
肯定。

而不再强制要求填写房东信息，也让公
众看到了税务部门在这一问题上的“谦抑
性”。有网友质疑，如果不填房东信息，如何
证明真假呢？的确，信息采集项目减少，会给
税务部门辨别申报项目真伪带来一定程度的
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税务部门就无计可
施。据报道，专项附加扣除相关证明资料要
保存五年，一旦查实利用虚假信息避税，将会
被记入纳税人信用记录，有关部门将实施联
合惩戒。

这实际上是用事后追责来代替事前烦琐
的“清白自证”，也是税务部门为纳税人授予
的“信用”。在技术的加持下，让信用承担更
多沟通成本，避免过量信息收集产生的风险
和摩擦。这既是国家行政部门简政放权的需

要，也是税收“谦抑性”的体现。
说到底，交税虽是义务，但也是个人、企

业和国家之间的一种“合作”；“强制性”是税收
的特点之一，却并非全貌。尤其是此次个税专
项抵扣，其政策上的善意原本很明朗：根据不
同个人和家庭的个性化支出因素，有的放矢地
减轻税负，尤其是让中产收入群体切实享受到
减税优惠。这样的政策“红包”不该因为过量
的信息采集，让纳税人“想收而不敢收”。

因此，此番周折也并非全然无益。精准
减负、税收公平是一项动态化的系统工程，个
人所得税 APP 还会不断更新，如何在不断完
善信息的同时避免在公众层面产生“不良传
导”，此次的事件也是难得的一堂课。这提醒
我们，用技术迭代回应民众期待，用谦抑、信
任释放政策善意，才能让好的政策收获更好
的社会效果。（相关报道详见本报今日A9版）

个税APP不填房东信息，体现政策初心

□卞广春

“一切‘祸害’都非我的本意，向苏州全体
高二学子致歉。”湖南株洲市教育局工作人员
王亚在朋友圈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原来，
在刚结束的苏州高二年级语文统考中，有一
道现代文阅读理解题摘选自王亚的散文《清
明》，有学生考后通过微博直接联系上了王亚
并请她作答，没想到标准答案出来后，20分的
题目，王亚也仅能拿 6 分。王亚直言这很正
常，写文章和做题不一样。

在语文考试中，一道 20 分的阅读理解题
有着不可忽视的分量。可是对这道题，作者
作答仅仅能拿 6分，与标准答案差异很大，真
让人不知所措。那么，问题来了：学生阅读理
解，是该听文章作者的，还是听标准答案的？
又该如何理解“阅读理解”把学生引导到与作
者内心不一致的方向去呢？

阅读理解题让作者答，作者得不到满分，
不是孤例。知名作家周国平曾专门出了一本
书《试卷中的周国平：对标准答案说不》，叫板
语文阅读理解题。有一回，他自己做题，按照
标准答案只能得 69分，比有的学生还低。《中
国青年报》也曾刊登《我是作者，却答不准文
章的“作者原意”》的短评，称12分的题目他只
能拿到6分。

文章作者答题不符合标准答案，标准答
案不是作者的真正意图，谁是谁非？对此，散
文《清明》的作者王亚直言“这很正常，写文章
和做题不一样”，无疑带给人们又一个疑虑：
难道文章所要表达的意图，还有作者都想不
到或回答不了的？

诚然，由于时代、阅历、处境、文学素养等
不同，文章作者与读者很有可能想不到一
起。这其实就是“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
哈姆雷特”的原因。可是，语文教学中阅读理
解题的标准答案，如果与文章作者的意图不
同，标准答案比作者本人具有绝对的解释权，
将会把唯一的“哈姆雷特”强加到所有学生头
上 ，让 学 生 绝 对 认 同 这 唯 一 的“ 阅 读 理

解”——这样的标准答案，乃至这样刻板的语
文教学，就有问题了。

中国语文博大精深，不仅文字、句子难倒
了许多“老外”，也让中国学生困惑。现实语
文教学中，不少师生都认同“自圆其说”，可标
准答案却否定各自见解。语文教学完全服从
于考试，以标准答案的形式，使学生接受评分
结果，而当文章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与标准
答案产生歧义时，对学生的要求不是深入分
析其写作的背景与表达的特点，而是努力猜
度出题教师设计“标准答案”时会涉及哪几点
——这样固化所有学生的思想和文学素养，
狭隘理解文章的做法，对语文学习和文化吸
收都是一种伤害。

语文教学，应尊重文章作者，引导学生结
合作者的个性、处境和写作时代，去理解内
容；同时，也要引导学生在阅读时生发自己独
特的感受与理解，形成“作者－读者”既同又
异的读写互动体验。语文教学，涉及文学鉴
赏、阅读理解，应当鼓励“自说自话”，充分激
发学生的理解力，而不是让学生为了考试分
数，屈从于标准答案，屈从于教师的思维。即
使是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和文本解读，也要
倡导个性，包容“作者这样写”，学生却“这样
想”。语文考试则要回避争议，不让学生在标
准答案中被“坑”，要让学生自圆其说，甚至追
求个性独特的答案，才能培养学生的发散性
思维，使我国文化和文学更丰富多彩。

□张丽

继保健品巨头权健、华林相继
被查之后,最大的直销企业无限极
集团也被推上风口浪尖。1 月 19
日，针对媒体报道的“幼童疑因服
用无限极产品致心肌损害”一事，
陕西西安监管部门已对无限极陕
西分公司是否涉嫌虚假宣传进行
立案调查。当晚，无限极媒体事务
部门负责人回应称，该公司支持、
尊重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行政，“一
定积极配合调查，也会及时对外公
布相关情况。我们一定会以此为
鉴，自省自查，坚持合规发展”。

话说得好听，但无限极的黑历
史 实 在 让 人 对 此 番 表 态 心 存 疑
虑。据媒体调查，相对于官网克制
谨慎的表达，在线下渠道，无限极
的产品屡被吹嘘成能治疗白血病
的神药。早在2012年，无限极就曾
因涉嫌传销被包括中国质量万里
行、人民网、新华网等权威媒体曝
光。相关判决文书显示，无限极因
为其推销人员介入患者治疗，卷入
人命官司。此外，人民网曾经曝
光，有消费者发现瓶装无限极产品
中竟然有一个烟头。该公司对此
类投诉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坚决不
认。更为神秘莫测的是无限极近
年疯狂的扩张方式：据其内部资料
宣传，通过所谓的“倍增术”，每人
每月推荐1人，1人1年后将“变成”
4000多人。

直销不是传销的保护伞，国家
发给直销企业的牌照不能被某些
保健品公司拿来坑人无极限。如
何严格限定直销的经营范围和模
式，是监管的当务之急。以往，对
于保健品市场“运动式”的打击整
治也许一时收获颇丰，但一段时间
之后，不法商人往往“换个马甲”，
卷土重来。宣传策略不变、洗脑效
果照旧、电视广告恢复、产品更是
旧瓶装新酒，受骗上当的人越来越
多，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也越来越
令人痛心……如今，在权健、华林
倒下之后，有着斑斑劣迹的无限
极何去何从，群众对处理结果拭目
以待。

好在监管已经发力，多米诺骨
牌效应已经显现。人们拍手称快
的同时，也不禁惊诧，原来有这么
多坑骗消费者的无良企业在野蛮
生长。相应地，又有多少人误信了
保健品可以治病的谎言，而一再延
误病情，最终导致人财两空？

保健品是用来保护健康的，不
是用来骗钱的。如何保护消费者
的权益，如何彻底清除这些无良商
家，需要一个答案。

语文阅读理解标准答案听谁的？

“无限极”
不能无极限

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近日发布2018
年度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

据统计，2018年湖南省消委组织受理
非法搜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投诉563件，
比上一年同期增加512%。比较常见的情
形是，消费者在参与商家组织的微信朋友
圈转发、集赞、分享即有机会抽奖等活动
时，个人信息被非法搜集，导致消费者财产
安全存在严重隐患。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诱惑后的“黑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