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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经济
参考报》12月24日刊发题为《住建部：
2020年着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
报道。文章称，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
工作会议 23 日在京召开。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全面总结 2019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分析面临的
形势和问题，提出2020年工作总体要
求，对重点工作任务作出部署。

王蒙徽表示，2020年要着力稳地
价稳房价稳预期，保持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长期坚持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不把房地

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继续稳
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
效机制方案，着力建立和完善房地产
调控的体制机制。

他强调，要着力完善城镇住房保
障体系，加大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
工作力度。抓好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试点工作，争取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经验。并发展公租房，强化对环卫、
公交等行业困难群体的精准保障。
同时，进一步完善支持政策，做好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在新市民住房方面，王蒙徽指

出，将着力培育和发展租赁住房，促
进解决新市民等群体的住房问题。
培育机构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加快
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的住房租赁管
理服务平台。重点发展政策性租赁
住房，探索政策性租赁住房的规范标
准和运行机制。

此外，王蒙徽指出，将建立和完
善城市建设管理和人居环境质量评
价体系，开展“美丽城市”建设试点；
加快构建部、省、市三级 CIM 平台建
设框架体系；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推进基础设施补短板和更新

改造专项行动。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

示，此次会议强调2020年房地产调控
仍将坚持以稳为主，进一步明确房地
产调控基本原则不会改变，中央遏制
房价上涨的决心不会改变。

此次会议部署中，没有再次强调
“坚持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夯实城市主
体责任”“继续保持调控政策的连续性
稳定性”等具体调控思路，而以“不把房
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继续稳
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
机制方案，着力建立和完善房地产调控

的体制机制”等表述作为工作指导。
张大伟表示，稳地价、稳房价、稳

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关键要处
理好住房消费和投资、房地产和经济
增长的协调关系，降低房地产的投资
属性、回归居住属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
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表示，从2016年开
启的本轮调控在宏观经济复杂变化的
形势下坚持下来，楼市初步稳定。
2020年，在没有重大政策转向和意外
事件冲击的情况下，总体市场将继续
保持降温通道，不会产生剧烈波动。

住建部：2020年
着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一部全面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
境的法律——长江保护法草案，23日
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
议。为什么要制定一部专门保护长
江 的 法 律 ？ 如 何 真 正 保 护“ 母 亲
河”？“新华视点”记者针对法律草案
重要看点采访了有关专家。

为什么专门为长江立法？
草案第一条明确提出，为了加强长

江流域生态系统修复和环境治理，促进
资源高效合理利用，保护长江流域生态
环境，推进绿色发展，制定本法。

为什么要为一条江专门立法？
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高虎城在
作立法说明时说，长江是我国重要的
战略水源地、生态宝库和重要的黄金
水道，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的地位
举足轻重，但今天的长江“病了”。制
定长江保护法是维护长江流域乃至
国家生态安全的需要。

当前长江部分水系严重断流、河
湖生态功能退化、生物完整性指数到
了最差的“无鱼”等级；水污染形势严
峻，30%的环境风险企业位于饮用水
水源地周边 5 公里范围内，跨区域违
法倾倒危险废物呈多发态势。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政策法
规局局长滕建仁介绍，水法、防洪法、
水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野生动
物保护法、渔业法等法律为长江流域
保护提供了基本法律支撑，但流域保
护立法的不足和缺陷也非常明显，法
律体系无论在完整性还是有效性上
都存在缺陷，不适应“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要求。因此，有必要针对长
江保护中面临的特殊性问题，研究制
定长江保护法，为长江流域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为保护生态系统十年内“禁捕”、
区域禁限航

据悉，目前，长江刀鱼禁捕后，仍

有违法捕捞现象，一条三两重的刀鱼
居然卖到1680元。

草案提出一系列保护生态系统
的规定：十年内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
等重点水域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在
水生生物重要栖息地科学划定禁止
航行区域和限制航行区域；加强对长
江流域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植物的
保护力度……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
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何友均表示，“禁
捕”规定主要是为破解长江“无鱼”和
珍稀濒危物种受到严重威胁的困局。

他认为，长江流域是一个山水林
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生态生产生活空
间共融、人与自然共生，各类生态要
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保护长江就需
要从生态系统出发综合考虑，系统治
理、协同施策，这也是长江保护法草
案有突破的部分。

“关于生物完整性指数的内容是
草案一大亮点。”上海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峰说，生物完整性
指数不是一个水质量的评价标准，而
是用来综合评估长江流域总体健康
状况的。她认为，这部法的创新之
处，就是将既有法律中欠缺的生态系
统保护的内容补上了，“与此前相比
立法理念不一样了”。

建立长江流域河道采砂许可制
度，管住“疯狂”采砂船

近日，长江流域首例非法采砂盗
取金砂案宣判，犯罪团伙4年多非法盗
采涉案金额达1.2亿余元。事实上，长
江流域的非法采砂问题屡禁不绝。

草案提出，建立长江流域河道采
砂许可制度。依法划定禁止采砂区
和禁止采砂期。控制采砂船舶总量。

何友均介绍，在暴利驱使下，非
法采砂已成为威胁长江流域安全的
重要隐患。不法分子疯狂进行非法

采砂，形成了“盗采、运输、销售”犯罪
产业链条。被称为“吸砂王”的大船，
一晚上能采上万吨，利润可达数万元
乃至数十万元。据了解，目前长江干
流河道采砂整体可控，但支流的非法
采砂现象仍较为严重。

草案对非法采砂的法律责任进
行了严格规定，如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其违法所得及用于违法所得的船
舶或机械、设备、工具、材料等，并处
以违法所得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还要求采砂造成严重生态破坏的，要
进行生态修复，承担全部修复费用。

何友均表示，今后在公安与水
务、长航等多部门联合巡查、联合执
法、联手打击下，形成省际和部门强
大打击合力，一定能管住疯狂的采砂
船，还长江一片安宁。

禁止重污染企业和项目向中上
游转移，破解“化工围江”难题

近年来，沿长江不断新建、扩建
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化工围江”问
题突出。一方面造成长江干支流水
污染，一方面形成安全隐患。

草案提出，禁止在长江干支流岸
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
和化工项目。禁止重污染企业和项
目向长江中上游转移。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水环境
规划部主任王东表示，此前“水十
条”、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
等已经有一些关于沿江化工企业的
举措。此次草案将目前正在做的一
些工作、已经颁布的一些制度上升为
法律，将进一步提高约束力。

专家认为，草案规定也有防风险
的考虑。长江干流、支流上，排污口
和取水口交错分布，有时上游城市排
污口和下游城市的取水口距离较近，
一旦企业发生突发环境事故，会对下
游造成安全隐患。 据新华社

12 月 24 日，《新华每日电讯》
刊载题为《禁止人肉搜索，有“法”
还得有“治”》的评论。

也许是巧合，在明令禁止人
肉搜索的网信办新规发布之际，
曾轰动一时的“德阳女医生自杀
事件”再次进入公众视野：2018年
8月，该医生在酒店泳池与一名男
孩发生纠纷后遭对方家人“人肉
搜索”，5 天后因不堪压力自杀身
亡。其丈夫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
称，当时曾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报案，但绵竹市检察院直到今
年夏天才对泄露信息的人正式提
起公诉，且开庭时间至今未定。

这起令人扼腕的自杀事件，与
陈凯歌导演2012年的电影《搜索》
剧情高度相似，自杀身亡的女医生
几乎是影片中“叶蓝秋”的翻版。
同样缘起鸡毛蒜皮的小纠纷，同样
是蓄意煽动的“人肉搜索”，同样是
无休无止的网络暴力，同样以当事
人自杀结局……遗憾的是，近些年
因“人肉搜索”导致的悲剧似乎没
有减少迹象，反倒因社交媒体日渐
发达而愈演愈烈。

身处数字化时代，我们的大
多数言行都变成了数据。移动支
付信息、人脸识别记录、信用卡消
费记录、论坛发帖记录、微博和朋
友圈内容、交通违章记录、医疗记
录、纳税记录甚至经过红绿灯路
口的记录，都是足以“定义”个体
的数据。一旦这些数据遭遇“人
肉搜索”，轻则让当事人不堪其
扰，重则可能变成“杀人不见血”
的子弹与飞刀。

“人肉搜索”制造的悲剧与闹
剧已有太多。去年6月，江苏一男
子因 2 岁儿子被泰迪咬伤后与狗
主人发生纠纷，结果遭遇“人肉搜
索”和死亡威胁，其妻迫于网络暴
力割腕自杀，所幸抢救及时；去年
4月，陕西一男童在餐厅内被一孕
妇绊脚的视频在网络曝光，孕妇

遭遇“人肉搜索”，却导致另一名
孕妇“躺枪”，个人信息被全部曝
光并遭到诅咒……

但是，与“人肉搜索”之恶相
比，这种网络暴力的违法成本太
低、维权太难。本文开头提到的

“德阳女医生自杀事件”，是非曲
直已比较清晰，但涉案人员至今
仍未受惩处。此前有媒体统计
2001年至2014年间的十起轰动网
络的“人肉搜索”事件，发现仅有
两 起 被 追 责 。 法 律 难 治“ 键 盘
侠”，或许正是“人肉搜索”有恃无
恐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人肉搜索”，有一种错
误观念必须纠正——很多人觉
得，如果没做亏心事，就不必担心
被拿着放大镜找茬。可事实上，
大多数“人肉搜索”案例中，或多
或少都有选择性呈现信息、造谣
等行为，无辜“躺枪”的案例更不
鲜见。正如《红旗文稿》中提到：

“在信息爆炸的年代，‘人肉搜索’
今天是他，明天就是你，这种‘多
数人的暴政’如果得以风行整个
国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受这
样的待遇。”

更有必要强调的是，那些动
辄发起和参与“人肉搜索”的网
民，切莫把自己当成正义感爆棚
的“审判官”。根据2013年修订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4 年最高
法公布的《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
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 2016
年通过的网络安全法等法规，“人
肉搜索”已经被定性为一种违法
和侵权行为。

法治社会，应该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如果利益
受到了侵害，依法维权应当是比
发起“人肉搜索”更值得推崇的方
式。同样，治理侵犯个人隐私乱
象，防范“人肉搜索”悲剧，也应善
用法治方式。 据新华社

初报1人遇难1人受伤，再报7人
遇难13人受伤，实际伤亡数字却是13
人遇难 13 人受伤——在湖南浏阳市
碧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发生的爆炸
事故处置过程中，企业负责人伙同少
数公职人员谎报、瞒报事故信息，甚
至做出转移藏匿遇难人员遗体的恶
劣行径，社会影响极坏。

据23日晚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
已有 10 名涉案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4 人被采取留置措施，另有 3

名干部被先期免职。湖南省纪委监
委、公安厅成立的专案组，仍在深入
调查这起事故及谎报、瞒报行为。依
法依纪查处涉案人员，对相关责任人
员严肃追责问责，是对遇难者及其家
属的告慰，也是对法纪尊严的捍卫。

这起谎报瞒报事件暴露出的安
全监管责任不落实、监督失灵、少数
干部法纪观念淡薄等问题值得我们
深刻反思。

在灾难事故处置中，准确的伤亡

数字和人员信息，不仅牵动社会敏感
神经，而且对及时、有效、科学地救援
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对事故定级、
报告、调查、处理、追责均有详细规
定。在这起谎报瞒报事件中，事发企
业负责人伙同少数公职人员，不惜铤
而走险，转移藏匿遇难人员遗体，企图
瞒天过海，无非是想将“大事化小、小
事化了”，以此逃避处罚和追责。

在信息传播如此便捷迅速的网

络时代，竟然还有人敢谎报瞒报事故
伤亡数字，其目无法纪、肆无忌惮令
人震惊。究其原因，在于一些企业一
味追逐私利，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和安
全生产管理制度；在于少数公职人员
对法纪、对百姓、对生命缺乏敬畏，只
想着头上的“乌纱帽”，却置党纪国法
于不顾，置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置
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于不顾，在大是大
非和群众利益面前不讲党性原则，导
致严重后果。

谎报瞒报性质恶劣，教训十分深
刻。要深刻反思事故暴露出的深层
次问题，认真吸取教训，全面开展安
全生产集中整治，认真排查和清除各
类安全隐患，引导企业牢牢绷紧安全
生产这根弦。应以此为案例警示教
育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安全观、责任
观和政绩观，压实工作责任，在落

“细”抓“实”上狠下功夫，改进完善灾
难事故处置核查制度，杜绝类似事件
再次发生。

辛识平：谎报瞒报事故，法纪不容！

母亲河，拿什么保护你！
长江保护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禁止人肉搜索，有“法”还得有“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