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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制度”咋也“啃老”？
广东省政府办公厅正式签发《意见》，规定

子女购买第一套普通住房，可以提取父母的公
积金。 （3月4日《广州日报》）

“子女购房可提取父母公积金”的规定，与其
说是为了给父母们彻底宣泄“舐犊之情”打开方便
之门，倒不如说是为了充分挖掘和利用社会上的

“啃老”心态来为当下的房地产市场进补。不难设
想的是，有了父母公积金的“撑腰”，多多少少会为
楼市增加购买力，假如父母的“公积金”全部杀入
房市的话，楼市也没准会再次上演“不差钱”的看
涨好戏。

“子女可提父母公积金”，不过是“刺激楼市，
拉动房需”的手段罢了。 江苏南京 吴江

农村的大学生何以没有封建时
代的状元多？

“在农业户口的居民中，拥有大学本科学历
的人口仅占 0.7%。”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

查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引起大家关注。
（3月4日《中国青年报》）

潘光旦和费孝通二位先生曾统计了清末915
名科场中试者，发现41.16%的人来自乡村。相比
之下，每百名农业户籍人口仅0.7名大学生，不由
得让人汗颜。原因何在？

我们发现，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贫困孩子也
无法享受到公平的教育资源。因为在城乡分割的
义务教育办学体制下，农村少年儿童在通向学业
成功的竞争中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很多农家子
女往往在初中甚至小学阶段就被淘汰出局，从而
使80％左右的农村适龄人口无缘参加高考。

常识告诉我们，谁也难以确证哪一个阶层的
子女更“聪明”、更具有努力的意愿并最终获得成
功，因此，笔者以为，每百名农业户籍人口仅0．7
名大学生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制度性缺陷。

河南信阳 舒锋

出国“禁超令”别成了“动员令”
湖南省日前规定，省政府序列部门的正厅

局级、市州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的正职及副
市（州）长每年出国（境）不能超过1次。

（3月4日《长沙晚报》）

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出国禁超令同
样也是出国“动员令”。不管有事没事，也不问有
钱没钱，有了名正言顺的尚方宝剑，反正我每年一
趟出国是雷打不动。而对那些原本师出无名的出
国干部，轻易不敢贸然出国的干部，更会将禁超令
视为千载难逢的福利待遇，尽情享受。

这就引出一个深层次话题，出国，到底是按次
数禁止？还是按需要禁止？ 江苏建湖 陈文祥

教育问题一直是社会各
界关注的问题。在郑州市

“两会”期间，就有政协委员
把高中阶段“上学贵”的问题
写到了提案里，希望能在郑

州实行12年义务教育制（本报昨日A04版）。
这样做，就是要让群众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何
况我们也已具备了这样的经济基础。

说起来，实施12年义务教育已经不是新话
题了，北京市和广东省提出了力争在2010年实
现12年义务教育的奋斗目标；成都也宣布将在
西部地区率先探索并逐步实现12年义务教育；
而2007年秋季，珠海市更是在全国率先实行了
从小学到高中的义务教育政策。

我省是人口大省，要想提高人口素质，促
进就业，只能更加普及教育。可我们知道，时
至今日，从绝对数来说，仍有不少家庭为子女
读高中发愁，甚至就因为家中有孩子读高中，
降低了他们原本就已经较低的生活水准。因
此，一些贫困家庭，特别是那些“穷学生”亟待
改变这种现状。因为若能实施12年义务教育
政策，将有助于减少贫困生内心自卑感，让他
们感觉平等，减少贫穷造成的阴影。

要改变这种现状，作为省会城市理应走在
前面，在对实际情况及现行的教育政策进行考
察、分析和探索后，如感觉时机成熟，就要力争
有所突破。正如一位委员所说：“郑州市作为
河南省的省会城市，不仅应该成为经济发展的

领头羊，更应该成为教育方面的首善之市。”
一个地区的文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这里的人口素质。而一些文明发达国家的
例子也告诉我们，提高人口素质没有别的捷径
可走，只能通过普及教育，提高教育。

不仅如此，关注教育，也正是关注民生。
不少百姓之所以那么关心教育问题，说白了，
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还不高，希望政府能
提高对教育的投入，从而为他们减轻一些经济
负担。所以说，一旦实施12年义务教育，不仅
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促进就业，事实上也就
是在为一部分相对困难的百姓排忧解难，就是
在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甚至还可说是在维护

“穷学生”的尊严感。

人民币改称“中华元”
与“小沈阳”的英文名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吴
刚认为，将“人民币”改称为“中华元”很有必
要，并就此专门提交了提案。（3月4日《南方
日报》）

如果不出所料，吴刚委员将“人民币”改
称“中华元”的提案，恐怕又会让网友们惊呼

“雷人”。因为，这种提案貌似“强大”，实则毫
无内涵支撑，所谓“大而无当”是也。不由让
人联想起“小沈阳”的英文名字：不论“小沈
阳”起个什么样的“英文名字”，他仍然是台上
所扮演的土头土脑的“小沈阳”，无法走向国
际化。

或许，吴刚委员之所以认为“人民币”这
个名字不如“中华元”，是受到了“美元”、“英
镑”、“日元”、“欧元”等货币名称的误导，才会
产生货币名称应与国家名称挂钩的认识。假
若如此，吴刚委员就该知道，“美元”的英文名
字 是“Dollar”，“ 英 镑 ”的 英 文 名 字 是

“Pound”，“日元”的英文名字是“Yen”，基本上
都与其国家名称无关。

“人民币”作为中国法定货币的名称，与
它是否能够自由流通、走向国际化、成为世界
货币等，都没有丝毫的真实联系，而是取决于
中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实力和外汇政策等。既
然如此，将“人民币”改称为“中华元”，这种毫
无现实意义的提案，其实不提也罢。 江德华

3日，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二
次会议的倪萍表示，应从法律上和
行政上采取手段，立法封杀“山寨
现象”，同时从舆论上给予制止。（3
月4日《新京报》）

关键词之一

立法封杀山寨
☞关键词之二 人民币改名

当前，“山寨”打着草根的旗号，有着不少的
影响力。好在，“山寨”与盗版不完全相同，“山
寨”行为之中有自主创新的成分，而盗版则只是
拿来主义。对每个有益的创新，都值得尊重，所
以，“山寨现象”需要的是规范，而不是全面禁止。

在规范山寨现象的时候，最需要建立起完
善的社会征信系统。同时，必须解析企业为何

不愿打假？其实，那并不是企业没有时间和精
力，而是担心一打假，把自己的产品给打死了。
因为消费者有一种心理，你打假了，就说明市场
上你生产的产品有假冒伪劣，不怕一万，只怕万
一，干脆一概拒之。

笔者认为，对待“山寨”，不在禁止，而在规范；规
范“山寨”不是要再立法，而是要严格执法。 王玉初

对于一些打着山寨旗号的盗版、侵权、伪劣
商品，我们自然应该依法“封杀”，但这显然是现
有法律可以规范的，还有必要另立一个《严禁山
寨法》吗？

而对于“山寨”文化现象，谈立法“封杀”，则
实在是有些不够宽容。从目前情况来看，山寨文
化是指以模仿或恶搞名人、名节目等为主而取悦
大众的通俗文化，它并不比那些所谓高雅文化低

人一等，秦晖说过，“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
这自然指的是法律范畴之内。因为自己不喜欢，
而要立法封杀，殊不知，还有很多人喜欢这类“模
仿秀”，那么，这些人自由选择文化娱乐的方式岂
不是被剥夺？文化多元性又从何谈起？

实际上，“山寨”文化之所以流行，是因为主
流的“城堡”文化太过封闭而不够开放，文化不够
多元，才导致“山寨”文化有一席之地。 欧木华

山寨：不在禁止在规范，不在立法在执法

封杀“山寨文化”实属“文化洁癖”

上海厅
议题：如何看上海户籍新政？

网友评论：
●你年轻有能力，你对这个城市有贡献，

那么我就用户口奖励你。上海做出了表率，
其他城市难道就没有紧迫感吗？各级领导整
日在喊引进人才、资金，如果都让上海揽走
了，你们还有什么可等的？

●“户籍新政”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
酒”，该“户籍新政”可能会给进一步炒高房价
创造条件。

●外来人口，有文凭的、有钱的，就有了
特权。农民工怎么了？没有学历怎么了？
没有钱怎么了？在这个城市待了 30 年，却
一样还是外来人口，永远都转不了户籍。这
叫啥事啊。

●户籍限制给很多没有上海户口而在上
海工作的家庭带来一定的困扰，尤其是对下
一代，许多孩子跟着父母来到上海上学，因为
户口的限制，进不了上海正式的学校，即使进
入正式学校还要交一定的借读费，负担很重。
还有，那些没有上海户口又即将面临高考的学
生同样有困扰，因为上海与其他城市的高考试
卷不同，这样也影响孩子今后的命运。

●现在户籍改革难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地
域性的贫富差距造成的。贫富差距不缩小，
户籍改革永远都是纸上谈兵，不会有实质性
的变化。北京、上海这类城市的户籍代表着
更好的福利政策，代表着孩子有更好的教育
机会。我们这种北漂或者海漂不指望拿到北
京、上海等城市的户口，我们只希望，我们有
能力赡养父母，有能力更好地抚养孩子。

山东厅
议题：清查单位不办社会保险

网友评论：
●好多企业（特别是私企）没给农民工

买，买了的也只写姓不写名，并且卡也不在自
己手中。强烈呼吁给农民工买养老保险，为
打工者解决实际问题！

●确实应该整顿不给职工缴养老、医疗
等保险金的单位，追究其单位领导责任。

北京厅
议题：新农村建设不要搞形式

网友评论：
●我在深圳，每年回到湖南老家心会很

痛，因为家乡太落后了，从自己家出来的那条
小路，只要一下雨，根本无法出门。

●没有农村了。在珠海市郊的一些地
方,土地早被干部炒卖光了,有的外来人口一
个人就能买八块宅基地。他们先将房子建起
来，一个月有六七万块的租金收入。真正的
土地所有者目前仍然打柴过活。

●我认为，也许真有大学生去做村官，并
真正留在了农村，但是仅仅靠一批大学生村
官去建设新农村，那是不可能的，必须从政策
上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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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义务教育有助社会均衡
□首席评论员 闵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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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网民大会堂，请您来开会
登录网页http://news.sina.com.cn/

pc/2009-03-02/27/4321.html，共议中
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