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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下午，江苏南京两小伙发现路边有一沓百元大钞，冒雨守候在现场，直到民警前来拍照取证；拾到
的钞票引来了全国11名“失主”，12月23日，经过警方甄别，终于找到了真实失主。（本报今日A47版）

一沓钞票引发的滑稽道德剧

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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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养老保障在全国的无缝连接，将为公民的迁徙自由提供物质根基。而从市场经济的内在
需求看，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当养老保障成为很多人的心头顾虑时，它不啻于
为劳动力流动设置了一个隐形铁网。新办法的意图，就是要剪开这张铁网。

继续大胆畅想，我们还希望，随着社会的发展，将来除了养老保险可以随身带之外，医疗保
险甚至户籍等，也能真正伴随公民个人的行踪。那一天，“行者无疆”的诗意生存状态才算真正
实现。 ——《广州日报》锐评

拆除养老保险的
隐形壁垒

话题：陕西白水反贪局摊
派反腐台历

网友发言
自己都管不住，还反贪呢! 南京网友
滑天下之大稽，莫大之讽刺。

广东韶关网友
印5000本台历的话，成本大概在6～10

块钱，居然卖30块。 上海南汇网友
摊派的事多了去了，特别是在基层事业

单位、学校等，经常碰见。 福州市网友

话题：福建村民集资建网
站曝光村官

网友发言
6年曾投诉上百次没有结果，但是一曝

光就追究法律责任。这是为啥呢？
辽宁本溪网友

“该律师认为，即使农民在网站上反映
的问题属实，也是违法行为。”我不明白，问
题属实，为啥也是违法行为？如果不属实，
罪名那不更大了？ 石家庄网友

话题：广州35名公务员
上班聊天看电影被开除

网友发言
这样的所谓新闻就不要发出来了,大家

都知道有些公仆天天在干什么。
广州花都网友

企业要开除一个技术工，对生产肯定会
造成影响；但是机关单位开除一个公务员，
那简直是没有丝毫影响。 南宁网友

真的呀？不管被开除的有没有后台，公
务员不作为被开都是可喜的现象。

沈阳网友

官员“买不起房”是根温柔的棒棒糖
南京代市长季建业与市民代表互动，谈到

房价时，季建业说，南京均价是 7100元一平方
米，“说实话，以我的工资来算，大概也要十几年
才能买到一个小房，还买不起大房。”

（12月24日《扬子晚报》）
先有“天河区副区长买不起房”，“广州市政

协前主席凭工资也买不起房”，后有“副部级官
员买不起房”，如今又有“代市长凭工资买不起
房”。官员怎么纷纷在口头上与高房价倒了戈？

如若官员“买不起房”不能进化成百姓“买
得起房”，那么这句听起来很悦耳的“买不起房”
也不过就是根温柔的棒棒糖：含在嘴里的时候
很甜，可一旦化光了，剩下的那根棍子也不过是
房奴躬腰驼背的那个身影。 昆明张三

先解决司法公开再追责媒体失实
最高人民法院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同时，新闻媒体如果对
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
向性报道，将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12月24日《中国青年报》）
司法公开就如同“阳光”，而失实报道则好

比大地的污垢，如果没有阳光，那“污垢”如何谈
及？换言之，一旦司法信息不能如实公开，而媒
体因从“网络转帖”的新闻遭受强力的追责，那
么很大程度上就束缚了媒体的监督作用，自然

而然地，公众的监督作用也因为信息渠道的不
通畅而无法充分发挥。而另一端的网络上即便
有“职业删帖人”，也同样会通过QQ群、聊天室
等通讯工具传播，甚至会谣言四起，在传播过程
中再加上传播人的主观臆断、猜测，最终受到损
害的还是司法的公信力。 龙敏飞

工资“倍增”变“被增”的细节在哪里
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调查显示，58.0%

的居民表示收入相对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没有
变化，仅有6.3%的居民收入增加。而去年3月，
广州市曾经着手实施“工资倍增”计划，提出力
争全省职工工资每年递增 14%以上，2012年的
工资水平要比2000年翻两番。

（12月24日《人民日报》）
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多达51300亿元，占

GDP 的比重约为20.8%；去年财政收入突破6万
亿元大关，增长19%。只需更多的政府机构一
次“华丽转身”，在大脑里注入“藏富于民”的恒
定意识，就能轻易完成公民收入的“倍增”计划。

十七大报告提出，努力使全体公民“劳有所
得”、“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
入”。中国社科院所编写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
中披露，1990年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
比例下降12%。那么，广州的这艘“倍增计划”
帆船到底因何搁浅，到底遭遇到什么阻力？理
应将其中的细节和代价和盘托出。 鲁逸川

11名“失主”与“1元”老太
12月18日，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一名七

旬老太拾荒时捡到7000元现金，然后走了一
个多小时路，把钱交给民警。老太不好意思地
问值班民警借一元钱买馒头吃，而当民警多给
钱时，她坚持只要一块钱。“两个馒头只要一块
钱，你们快点去找失主，把钱还给别人！”

“1元老太”曾让很多人感动，与“1元”老
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笔丢失的钱竟然引来
了11名“失主”。在“1元”老太面前，这11名

“失主”，显然都是道德“矮人”。
人人的道德水准都像“1元”老太虽然是

很多人都希望的，但这只能是一种理想目标，
由于道德水平的参差不齐，指望人人都能够像

“1元”老太那样有着崇高的道德品质，暂时还
难以实现。但也不要过分担心出现了11名

“失主”就认为当前社会已经是道德败坏了。
稍微注意一下就能发现，在这11名“失主”中，
还有好几个人是真的丢了钱。

一笔丢失的钱引来11名“失主”与“1元”
老太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说明现在很
多人都渴望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能够大
幅提高。而提高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需
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行动起来，像“1元”老太
那样做个道德“高人”。 庐巢人

值得称赞的是，在南京这块宝地上吃了亏
丢了东西的人，都是大丈夫，从不拘小节，既不
认账也不识数。

老太摔倒了，作为一个稍有公益心的年轻
人，都会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但老人和当地
法院不这么认为，所以彭宇只好一次次反省自
己。豆饼老太周翠兰将捡到的1700元上交，结
果是好人做到底，被失主索要“失踪”了的6500
元，只能和对方达成和解。

只不过，这两个小伙太不识趣，“发善心”

之前，没有按照前几位的经验办事，也怪，警方
在发布失物招领启事的时候，偷偷地瞒下了
200元。倘若不然，两位捡钱的小伙，肯定会被
一群道德高尚人士追捧。

11位“失主”给捡钱小伙上了生动一课。
这一课告诉我们，凡是在一个地方丢的钱，全
国人民都可以去认领，即使你自己从未到过那
个地方；凡是在地上看到贵重物品，你可以大
大方方去捡，因为它很可能已经在光天化日之
下整整躺了三个月而无人问津。 黄希平

利益是一把最好的尺子
拾金不昧演绎成“视金不昧”，故事已属

离奇，不承想，11名“失主”争认钞票的滑稽
情节又给故事增添了更离奇的色彩。

这部道德剧告诉我们：利益是一把最好
的尺子，这把尺子能量准人心的颜色和道德
的高低，而且越大的利益测量的就越准确。
在这部道德剧面前，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当看
客，只满足于宣泄情绪，而是应该深入思考，
对照剧中“演员”不断自问自省，多问几个为
什么，多想几个怎么办。果如此，在形形色色
的利益面前，我们的道德才不会露出窘态丑
态，滑稽的道德剧才会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

“精彩看点”。 李英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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