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正常人，很难体验
到残疾朋友生活中的不便以
及他们精神上的痛苦。特别
是那些严重视障、听障以及
严重肢残者，可以说他们与

我们相比在很多时候都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我们看到，近些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政府已经为残疾朋友们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
在城市里，人行道上为盲人修了盲道，有些地段
还为需要乘坐轮椅出行的残疾朋友修了便道，
而很多健康人也都乐意帮助残疾朋友。然而，
仅凭这些，显然还不够。

我们要关爱残障朋友，就要多听听他们的
意见，看看他们有哪些方面的需求。为残疾朋
友所做的工作好不好，也只有残疾朋友说了
算。从本报组织的此次志愿者活动中也表明，
我们这个城市在为残疾朋友方面还有很多工作
要做，已经做过的还需要进一步改善。

国际残疾人日，一眨眼就会过去。而一年

365天，残障朋友天天要面对残酷的现实生活，
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是一个正常人无法想象得
到的。因此，我们不能只在残疾人日到来时才
想起他们，才去为他们做事。

时至今日，就是一个健全的人，也会感到生
活的压力，而残疾人由于生理或心理的原因，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他们中的大部分
人受教育程度低，技术专长少，贫困问题相对突
出。这样，聋哑孩子戴不起助听器，也就难以告别
无声世界；肢残人买不起轮椅、假肢，也就难以享
受户外明媚的阳光。这一切，都要依靠社会给予
帮助，而政府和整个社会也有义务帮助残疾朋友
战胜生活中的困难，树立起生活的信心。

残疾人事业是人道主义事业，发展残疾人
事业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残疾人的公
民权利和人格尊严，切实提高他们的自身素
质和生活水平，从而提高他们的生命质量和
生存价值，营造一个“助残、爱残、扶残”的社
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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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上的
“矿难”

矿难是这个时代的溃疡，屡禁不止的哀伤。
2009年的这个冬天，我是真的在那个屋顶上看到一场矿难。只是，和以往的矿难不同的是，在那

里，不是藏在暗处的地塌了，而是光天化日下，我看到物权的天空在那里坍塌。
自杀式的维权表达，虽然能激起社会的注意，但对个体而言，终究是在给自己的生命做减法，在

某种程度上说，甚至也是在给自己的不幸命运“落井下石”。
有生命就有希望。那些因抗争命运而绝望的人，应该结束自己针对自己生命的“自我剥夺”。

——《东方早报》

感同身受
关爱残障朋友每天多一点

□首席评论员 闵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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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将对司法机关部分重要岗位领导
干部实行财产申报制度试点。

（12月3日 中国新闻网）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推广，老百姓盼望已

久，若大旱之望云霓，然而我们只看到“局部有雷
阵雨”。

“局部雷阵雨”已经下了几回：有的申报“局
部内容”，湖南湘乡市公布了全市所有县处级干
部的住房情况；有的申报“局部对象”，湖南衡阳

规定新提拔干部须申报财产；有的申报“局部公
开”，浙江慈溪的公示则只限于在单位公示栏内
张贴几张纸的公示。

我想弄清两个问题：这些试点是按照中央
的统一部署进行的，还是地方领导决定的？如果
是前者，我们就知道财产申报真的正式起步了；
如果是后者，则说明此事依然处于无序和自发阶
段，离实质性起步尚有距离。可惜，我没有找到
答案。 殷国安

财产申报不能老是“局部阵雨”

“干得多挣得少”如何破题
没有“干少挣多”，何来“干多挣少”

现代人为了自己的健康，越来越愿意参加健
身，哪怕出一身汗，也要尽量保持与健康息息相关的
身材曲线。人如此，社会亦然。一个社会的和谐健
康程度，当然决定于这个社会的公平性究竟如何，而
这个公平当然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们的收入分配是
否公正合理。作为常识，收入分配呈橄榄形意味着
稳定和健康，而哑铃形则因为不平衡而暴露出风险。

事实上，“干多挣少”从来都是与“干少挣多”
是相伴而生的，要练就出一条和谐而健康的橄榄
形收入分配曲线，摸清现实曲线究竟如何，并据
此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有的放矢的“健身”计划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武洁

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拉大到什
么程度？据统计，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
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
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
额估算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无论是每夜能赚 400多元的出租车司
机，还是每月工资才640元的打工仔，抑或每
月收入4000多元的都市白领，其消费能力和
生活质量，都难言理想。这种状况，让我想起
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
他在《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一书开篇说，“贫
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

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他的这一思想已经被
联合国机构接受并发展为人类贫困指数概
念，而这一概念，对当前我们的收入分配改革
不无启迪意义。

笔者认为，真正让人们“劳有所得”、“干
有所值”，并不仅仅是一个调整国民收入分配
结构的问题，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只提高收
入解决不了社会公正问题。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应该更宏观，更全面，更超越，能站在给予
民众“基本能力”的高度上，作为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的基本出发点，而不是简单地涨工资、
鼓腰包。 石子砚

用财政为民众保障兜底
“干得多挣得少”，若用曾流传于人们之间聊

以自嘲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起得比鸡早，睡得
比狗晚，吃得比猪差，干得比驴多，拿得比贫农还
少”。这的确很难不让人生出一种相对剥夺感。

往常，中国普通民众的消费水平始终提不
上去，很多人将之归结为“中国人有很强的储蓄
倾向”，后来通过调查，发现是居民收入的增长速
度跑不过CPI乃至GDP的增长速度，是社会财富
的分配和生活成本，消解了人们消费的欲望。

抛却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问题，倘若政府
能在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中，在诸如税收、医疗、
住房、教育方面，能够让渡自己的利益，用财政为
民众保障兜底，这恐怕才能从另一个维度改善收
入差距日渐拉大的现状。 李妍

收入分配改革关键词不仅仅是“钱”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
在总体稳步增长的同
时，不同群体之间的收
入差距却在拉大。特别
是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
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
得多，挣得少”，制约着
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
量的提高。

（本报今日A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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