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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华
声

欧盟委员会4日宣布， 欧盟
自6月6日起对产自中国的太阳
能 电 池 板 及 关 键 器 件 征 收
11.8%的临时反倾销税。如果中
欧双方未能在8月6日前达成解
决方案， 反倾销税率将升至
47.6%。（《新华网》6月5日）

中方的强烈反对，包括中欧
双方的高层对话协商，都没有阻
挡住欧盟委员打响贸易战的步
伐。由于光伏产业涉及到数百亿
美元的对欧出口，关系到中国上
千家企业的生存和40多万人就
业。这场贸易战，中方无疑损失
惨重。

现在，我国政府已启动对欧
盟葡萄酒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程序，这意味着，中欧贸易战争

一旦打响，没有赢家，最终会造
成双输，甚至多输局面。

当然，我们在积极应对光伏
产业贸易肉搏战的同时，更应反
躬自省。政府在光伏行业的发展
过程中，越俎代庖，用行政之手，
打造了各种同质化严重的“太阳
城”与“光伏园”。正是地方政府
对光伏产业过度干预，光伏产业
才陷入盲目发展的态势。

从表面看，光伏产业属于高
科技的范畴，但实际上，光伏行
业，既是低端的外贸模式，也是
高科技的劳动力出售者。我国太
阳能光伏行业“三头靠外”，一是
生产材料晶体硅，主要从国外进
口。二是主要生产设备，也是依
靠国外进口；三是生产出来的光

伏产品，主要靠国外市场消化。显
然，我们的光伏产业，仍然扮演着
为国外制造业打工的角色。 这再
次印证了， 中国向国外廉价倾销
产品，永远没有主动权，没有核心
技术，没有定价权，到头来，也难
以拥有市场准入权。 在越来越多
的贸易摩擦下，无论是技术壁垒，
还是绿色壁垒， 都会给我国的制
造业带来致命伤害。

此次欧盟祭起反倾销税的大
棒， 从长期来看， 未必是一件坏
事， 不仅可能让市场决定优胜劣
汰，淘汰过剩产能，也可以让政府
痛定思痛，把政府之手，换成市场
之手， 更能帮助中国早日摆脱打
工仔的陪衬角色， 避免尚德式的
悲剧再次发生。 ■吴睿鸫

“受不了了， 每天要清理上
百只避孕套！”

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大道与
季华路交会处东侧有一处宽大
的绿化带，从季华路口到影荫路
口约350米的草坪上， 每日发现
百余个用过的避孕套。 保洁员
说，大部分是站街女就地接客后
所留。

天涯： 都是有手有脚的人，
干什么不好？

全资：大姐们，不要乱扔垃
圾，就算不砸到花花草草也会污
染环境的。

无上念力： 虽然影响不好，
但貌似确实可以减少强奸案例
的发生？

乌溜溜：汗，百余个套套是
谁数出来的？

“我感觉现在的节目都在哭，
找对象的在哭， 谈恋爱的在
哭，选秀的也在哭，有时候看
了半天，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会哭。”

自《舞出我人生》开播以来，争
议声一路相随，其中节目“泪点”之
低更是引起外界质疑。 连一向被
认为主持风格煽情的央视名嘴朱
军也这么批评。

江北一狼：作秀的在假哭！活
得艰难的百姓可是真要哭了！

网不畅：军哥是煽情帝，当然
觉得你们泪点低了。

大江东去：流泪有提成。
笑笑：跳舞就跳舞，中间还穿

插着n多情感故事干吗？
全员泉： 看军哥的节目就像

上坟！

一年一度的高考临近，37.3万
人报名参考，260个考点、12000多
间考室将同时拉开战幕。高考，是
这些青年学子人生中的重要转折
点， 亦是他们走向社会的第一道
关键门槛。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召
开2013年高考新闻通气会，介绍湖
南今年的高考工作，“保平安、保
质量、保公平”，整治考试环境、打
击考试舞弊成工作重心。6月4日，
娄底一中高三学生在参加高中毕
业典礼暨高考壮行仪式上大喊
“快乐高考，你行，我也行”，为自
己加油。

高考是国考，其严肃性、重要

性不言而喻。虽然“一考定终身”
为许多人诟病， 但没有更好的人
才选拔方式出台之前， 高考仍然
是唯一的选拔制度。 尤其是受儒
教“学而优则仕”浸淫乃至深入骨
髓的中国，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然
后博取功名，光宗耀祖，几乎是所
有国人的梦想。是故，固守高考的
公平底线， 无论你是来自城市还
是农村， 无论你家境是贫穷还是
富裕， 所有的考生都站在同一条
起跑线上，这是最基本的公平，也
是举国上下一致的心愿。

关于“史上最严高考”，词意
本身即被赋予了民众太多的企盼

与美好祝愿。如果高考相当公平，
何来“最严”之说？2000年以来的
中国，社会剧烈的转型阵痛，社会
阶层的日益固化， 大大小小的既
得利益集团在攫取社会优质资源
的同时， 不忘把握任何一个“取
胜”的机会。高考，自然成为价值
多元化、 利益诉求多元化条件下
决战的重要战场之一。 所以，高
考，从来都不缺新闻包括丑闻，如
考场内的舞弊丑闻、替考丑闻，考
场外的加分丑闻、冒名顶替丑闻，
不一而足，如今尤甚。

而舞弊丑闻中的情节， 魔道
斗法，一年比一年“精彩”，堪称已

入登峰造极的境界。 从个别行为到
集团化的高智商高科技作案， 再到
握有一定公权力的党政干部参与进
来， 频发的高考丑闻挑战和践踏着
高考的公平底线。事实上，高考的公
平与公正已经在不可避免地被蚕
食，在诸多环节中，最为关键也是最
为可控的，非考场考试莫属。如果说
高考是一条河流的话， 那么考场就
是其源头。换句话说，考场舞弊影响
的是一大群人，而高考加分、冒名顶
替等等，虽然绝对人数不少，但毕竟
是单个进行的， 祸害单一且危险系
数相对高。

高考是莘莘学子们人生第一场

重要的公平竞赛， 不是势力的较量，
绝对不能被权力、财富等社会背景所
左右。 高考作为社会公正的基石，值
得社会与民众共同捍卫。 只有这样，
高考于每一位学子而言， 才是快乐
的、轻松的，同时也是紧张的。当然，
高考考场应该是最严的，高考后续的
工作，也必须是最严的。于国家、于民
族而言， 高考不仅是选拔人才的考
试，更是打破阶层固化、保持民族旺
盛生命力的重要手段。

可以断言，如果高考的结果是公
平的，那么，高考的过程一定是快乐
的。

■本报评论员 吴晓华

“史上最严高考”期盼快乐与公平

中国光伏产业更应反躬自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