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新闻

（据新华社）

△十一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举行 首次审议刑
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
审议关于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有关条款
的解释草案 吴邦国
主持会议

△温家宝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 讨
论通过 《全国地下水
污染防治规划（2011～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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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亲爱的读者汇报
———昆仑·寻找《中国青年报》金牌读者暨微评《中国青年报》60篇经典报道活动综述

本报编辑部

这是一次震撼心灵的寻找 ，
这是一次增添动力的寻找。

今年4月27日是 《中国青年
报》 创刊60周年的纪念日。 这一
天，我们启动了“昆仑·寻找《中国
青年报》金牌读者暨微评《中国青
年报》60篇经典报道活动”。 我们
与读者一起回首那一同走过的青

春岁月： 在风雨兼程中的你和我
是怎样的相互支持和相互给予。

《中国青年报》的60年，不仅
是几代中青报人探索、求真、奋斗
的60年，也是与读者相濡以沫、风
雨兼程、共同成长的60年。站在60
年历史节点上回首， 这份报纸之
所以历久弥坚，风华正茂，呈现出
越来越成熟的气质， 是因为有广
大读者的厚爱和一路相伴。

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编辑部
收到了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

符合要求的参选材料300余份，中青
在线“微博校园”、腾讯微博“微评经
典报道 ” 的相关原创微博评论达
7300多条。在征集到的材料中，不仅
仅有成千上万字的邮件， 还有长达
十多页的手写书信以及读者珍藏多

年的报纸、手抄本、剪报本等实物和
照片。参与这次活动的读者，上至81
岁的耄耋老人， 下至14岁的花季少
年，从中学生到大学生，从乡村教师
到大学教授， 从国企员工到国企高
管，从边防战士到少将军官，从科研
人员到国家机关干部， 从普通农民
到农村干部， 涵盖了我们的基本读
者群体。 读者用朴素的语言讲述着
对《中国青年报》价值取向的认同以
及报纸伴随自己成长的故事， 而这
些故事就发生在课堂、家庭、军营、
机关、 企业、 科研院所以及田间地
头 。在回首60年来《中国青年报》的
60篇经典报道时，有许多读者表示，
读到的不仅仅是她忠实地记录着一

个时代，记录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发展历史， 还有一份成熟报纸的
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担当。

读报、用报、办报，读者与《中国
青年报》同呼吸、共命运。四川读者
张铸林，9岁时从辅导员办公室看到
创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报》，提前进入
“青年时代”；除“文革”期间报纸停刊
外，他一直没有停止阅读《中国青年
报》，成为至今我们所知阅读《中国青
年报》时间最长的读者之一。河北读
者常河山，自费订阅《中国青年报》18
年， 也几乎保存了18年来每一期报
纸。翻开经历的丰富卷面，我们读到
了许多读者因结缘《中国青年报》而
命运变迁的跌宕故事。有读者因举报
歪风邪气遭致打击报复，《中国青年
报》还原了事实真相，使正义得以伸
张；有读者因读《中国青年报》而怀揣
新闻理想，走上记者岗位；有高校新
闻学院教师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
为新闻专业辅助教材，提升学生新闻

专业素质；有中学教师把《中国青年
报》 的报道作为语文高考作文素材，
辅导学生练习作文写作；有高校团组
织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作为团日
活动的主题， 丰富了团组织生活；还
有作家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搬上
了银幕。读者孙雪兵，在《中国青年
报》报道的影响下，放弃高薪工作机
会，毅然选择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
西部计划”；支教结束，回到母校后，
他又连续多次组织学生参加中国青

年报社举办的“大学生自强之星”和
“助学政策、助我成才”活动，为自强
自立的优秀贫困学生奔走呼号。读
者朱文芝、周建道夫妻，初次约会时，
男方怀揣《中国青年报》，因两人均是
《中国青年报》的忠实读者，而在瞬间
找到共同话题， 最终喜结良缘。66岁
的读者林玉清， 写来情真意切的信
件，要给《中国青年报》鞠躬。24年前，
她的儿子在玩耍时， 左眼不慎扎伤导
致失明。为驱逐儿子的自卑心理，林玉

清选择让儿子从《中国青年报》中寻找
励志的力量。她让儿子给自己读《中国
青年报》的报道。在不知不觉中，她的
儿子喜欢上了《中国青年报》，重拾信
心，成为高考状元，读了博士，再到法
国留学读博士后。如今，儿子回国，林
玉清会让儿子闭上眼睛， 静静地听她
读《中国青年报》。而这些报道是林玉
清从近些年来的《中国青年报》上精选
出来的。有一位叫谈保珍的读者，今年
67岁，是一位退休的中学语文老师，多
年来一直坚持为《中国青年报》挑错别
字， 并将挑出的错别字列出表格寄给
报社，他衷心希望《中国青年报》这部
大书没有瑕疵。 读者是报纸的基石，
也是报纸的思想源泉和不解动力。读
者的鼓励、建议甚至批评，对我们来
说是一笔巨大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
今后办好报纸的努力方向。

今天，《中国青年报》的“金牌读
者”和“最佳微评经典报道”将要揭
晓，这次活动将告一段落。同时，《中

国青年报》 读者俱乐部今天也宣
告正式成立。 成立之后的读者俱
乐部， 将整合各种资源为读者提
供增值服务， 通过加强与读者的
联系，搭建与读者沟通、互动的平
台， 与读者一起构筑共同的心灵
家园。

新媒体时代， 传统纸媒面临
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们在直面挑
战时，有一点是必须坚持的，那就
是坚持面向读者、依靠读者，为读
者提供优质的新闻产品， 为读者
提供优质的服务。 我们只有始终
坚持“用脚采访，用笔还原”的新
闻专业作风， 才能最大限度地逼
近事实真相， 记录和解读社会转
型中各种事物的深刻变化， 才能
生产出内容独特的优秀新闻产

品， 也才能不负读者的厚爱和社
会的重托。

60年一甲子， 中青报人与时
代和读者同行， 竭力为青春的祖
国喝彩。在新一轮回开始的时候，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守 “推动社
会进步，服务青年成长”的办报理
念， 与广大读者携手共同续写报
纸新的辉煌。

部队读者马誉炜少将说：《中
国青年报》，有你在，就有我的青
春在。

我们借用这句话对亲爱的读

者说：有你们在，就有《中国青年
报》的青春在。

婚前房加名征税 与雁过拔毛何异

王石川

“婚前房产要加上另一半的
名字，以后得收税了。”近日这条
消息突然在网上传开， 引起人们
的惊愕———因为就在几天前，房
产部门还明确表示， 给婚前房产
加名并不需要缴税。22日上午，有
记者来到南京市房产交易大厅的

契税窗口， 被告知尚未接到征收
契税的通知。但23日下午，南京市
地税局人士证实， 新规已经在22

日开始生效， 暂定契税标准为3%，
但是最终的征收方式和税率等还有

待税务总局的确定。（《现代快报》8
月24日）

心理学家说得好，“只会使用锤
子的人， 总是把一切问题都看成钉
子。”有时不能不叹服税务部门的敏
感与专注， 最高法出台婚姻法新司
法解释， 绝不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料想也没有事先与税务部门达成“交
易”， 但税务部门伺机而动， 如获至
宝。犹记得新司法解释一出，不少网
友戏谑称，“乐了地产商、 愁了丈母
娘”， 其实， 最该乐的应该是税务部
门，因为最“赚”的就是税务部门。

不少人直呼税务部门趁火打

劫， 但税务部门理直气壮， 振振有

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
条例》 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
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 应当依
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契税。” 换言
之，夫妻在婚后想在婚前房上加名，
就属于房屋权属发生转变， 而变更
房屋权属，按规定就得征收契税。

一方憋屈无奈， 另一方持之有
据。从现实情况看，加名收税是非收
不可了。但是应该看到，在公众炮轰
房产税费畸多、虚高的现实语境中，
再加收契税，实在不明智。

据报道， 房地产行业相关税种
共有12种， 这还不包括各项行政性
收费。统计显示，房地产开发商在各
项环节需缴纳50余种行政性费用，

共涉及25个不同的政府部门， 总体
费用占全部开发成本的15%～20%。而
重庆市政协原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
陈万志表示：“据抽样调查，部分项目
的税费，占到房地产价格的30%～40%，
税种设置繁杂、征收环节多，一定程
度上推高了房价。”税费已经如此之
多、 之高， 盲目推行婚前房加名征
税，无疑与民争利，既会助推房价上
涨，也会直接加重购房者负担。

婚前房加名征税，还会勾起公众
的税负之痛。 当前国人备感税负沉
重，减税让利、藏富于民的呼声颇高。
而此前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 ～6月 ， 全 国 税 收 总 收 入 完 成
50028.43亿元，同比增长29.6%。一方
面是全国税负猛增，另一方面CPI居

高不下，这种双重剥夺无疑让老百
姓感叹生活更加不易。 遗憾的是，
公众没有等来减税的脚步声，却听
到了婚前房加名征税的噩耗。

不能不提的是， 公民已经进
入税感时代， 公民的税权意识蓬
勃兴起。 一方面对居高不下的征
税成本，啧有烦言；另一方面对税
费流向不明，颇有怨言。正所谓公
民纳税是购买公共服务和公共产

品，取之于民的税收，有没有用之
于民，又是如何用之于民的，公众
茫然不知。 以婚前房加名征税为
例， 相关部门确定的标准是3%，
仅这一项， 南京地税征收的税收
将是天文数字， 不知道相关部门
将如何使用。

救援现场的
焦急等待

8月24日， 被困人员家属在焦急地等待救援结果。 23日12时左右，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县恒太
煤矿发生透水事故。 经初步核实， 事故发生时有32人在井下作业， 后有6人升井， 仍有26名矿工被困
井下。 目前， 事故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经初步调查， 导致该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事故煤矿在非法开采过程中打通了周边废弃矿井， 导致老
窑积水涌入引发透水事故。 目前， 包括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内的7名事故责任人已被七台河警方控制。

小 刚/CFP

湘潭“两低”家庭学生享受免费培训

帮穷孩子圆艺术梦

陆 阳 谢雨芬

本报记者 洪克非

8月23日， 星期二， 早上7时左
右， 家住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荷塘
乡步步高物流中心附近的袁文煜，
焦急地站在路边， 等待着开往市区
青少年宫的103路公交车。 自今年4
月23日入学开始， 每周她都会利用
周末来这里培训，和200多名孩子一
起参加免费的兴趣班。

今年3月，在湘潭市城区、 市郊
的各中小学校 ， 一封致全市低收
入农民工、 低保户家庭学生的信，
引起了众多市民的关注———湘潭

市委市政府推出了 “同享校外教
育， 同做城市主人” 的免费校外培
训， 让 “双低” 家庭的孩子在校外
教育培训机构中参加个人喜爱的学

习和活动。
“我想当班长。”“我想上湖南卫

视 ‘舞动奇迹’。”“我喜欢在叔叔阿
姨面前表演。”面对记者，这群可爱
的孩子将自己的想法一股脑儿地说

了出来。 和有些孩子被父母逼着参
加各种培训班不同， 此次参加培训
的学生都是带着渴求来的， 对这次
难得的机会，他们都倍加珍惜。

10岁的冯巧灵是岳塘区团山小
学五年级学生，从小就喜欢跳舞。但
因父母都没有正式工作， 家庭收入
微薄， 加上妈妈刘芝元的身体也不
好，供她读书已属不易，更谈不上花
钱让她上舞蹈培训班了。 今年3月，
冯巧灵赶上了享受免费校外培训的

政策， 报了市青少年宫的体育舞蹈
培训班，主修拉丁舞。

对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冯巧
灵特别珍惜，每次上课，她都会认真
地听讲、练习，每天回家后还会坚持
1个多小时复习新学的舞蹈动作。她
用稚嫩的声音告诉记者：“我的梦想
就是有一天能上湖南卫视的 ‘舞动
奇迹’栏目！”

据悉， 包括九华示范区在内 ，
湘潭市共有601名符合条件的学生
通过资格审查， 成为首批享受免费
校外培训的 “两低” 家庭学生。 这
些孩子多在市青少年宫或市群众艺

术馆自选一门文化、 艺术、 科技、
体育类科目， 培训可以持续至学生
初中毕业， 培训费用全部由政府财
政买单。 （下转6版）

台州大旱 水库见底
8月23日，浙江台州玉环里墩水库露出龟裂的库底。今年，玉环县

遭遇6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1～7月，玉环持续少雨，出现冬春夏连旱，
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了五成以上，创下了1956年当地建有气象站
以来的历史同期最少值。

更令人担忧的，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台州市仍将处在大范围晴热高
温天气，这无疑将是严竣的考验。 潘侃俊/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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