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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时评

锐评

提高养老金
更要改变多轨制

在今年“两会”上，就有全国人大代表质问：同样是正厅级干部，凭什么在企业退休只能拿
4000元，公务员退休则可以拿8000元，而且公务员工作期间还不用交养老保险？诚然，养老金既
是社会对一个人贡献价值的评价，也是一个人安身立命、安度晚年的“养命钱”。如果说没退休
前，在工作上待遇应有所差别，但退休后依然差别悬殊，显然就背离了公平正义。有识之士早就
建言，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范畴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制度设计上首先应该注重保持社会稳定和维
护社会公平，而不是拉大群体差距或带来更多社会矛盾。 ——《中国青年报》

社会关注

1/4民众认为自己“穷”的
警示

中国社科院刚刚发布的“社会蓝皮
书”——《2010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
公布了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最新完成的《2010
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调查报告》，报告
指出，约1/4受访者认为自己比周围人穷。

（12月23日《南方日报》）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但竟

有1/4民众认为自己“穷”，这非常值得深
思。比如，我们应该反思贫富差距、收入悬
殊的现状，应该意识到房价、物价已在抵消
部分民众的幸福感，应该检视中产阶层的培
育出现了哪些问题，如此等等。

值得重视的是，绝大多数人把自己“穷”
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和外因，而不是从内因上
找问题，特别是归咎于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
等，这非常值得警惕。当这些情绪纠葛在一
起时，很可能演变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因此，
相关部门在迅速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上日
程的同时，一定要致力于完成这样的目标：我
们不能保证每个人成为富翁，可我们应该提
供给每个人成为富翁的同等条件。 余丰慧

矫正统计数据不只是个
技术活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 12 月 23 日表
示，房地产价格统计改革取得阶段性进展，
通过网络公开征求意见的《住宅销售价格统
计调查方案》将从明年起实施。“要加强与房
地产管理部门的沟通联系，充分利用房地产
管理部门的网签数据，确保住宅销售价格指
数质量，切实做好数据发布和解读工作。”马
建堂说。 （12月24日《北京青年报》）

保持统计数据的准确，需要改进统计方
法，需要技术层面的变革，但是矫正统计数
据却从来不只是个技术活。出于利益的需
要，基层上报的数据可能包含水分，但是各
级统计部门本来就具有对数据进行管理和
监督的职能，有权利也有义务对数据的真实
性进行必要的监管。即便数据的原始提供
单位试图作假，但这些单位缘何能轻易实
现？当不实数据成风，事实上也表明一些统
计部门应该做到的工作还远未达标。明确
责任制度，健全责任网络，确保统计数据的
真实性，本来就是统计的应有之义。这是保
持统计严肃性的需要，也是维护职能部门公
信力的需要。 刘楚汉

2010年，新华社“新
华视点”专栏本着推动社
会进步、促进问题解决的
原则，选择中央明令禁
止、百姓深恶痛绝的一些
典型事件进行舆论监
督。岁末临近，记者对其

中部分案例进行了追踪回访。回访发现，部分
事件仍未得到解决。 （12月24日新华网）

媒体监督了，违规事件并未如人们所愿的
那样，朝良性轨道奔驰，而是依然如故，这显然是
舆论监督的失败，令人心痛且黯然。那么，在媒
体进行凌厉的监督之后，社会各界业已广泛介
入，这些违规事件为何仍不改观？这些违规事件
从今年拖到明年，甚至毫无整改和接受批评的迹

象，笔者认为，其中有两大原因值得思考。
其一，蔑视舆论监督。我行我素的背后，

是因为当事人或相关部门心中有底气。媒体
报道如何？公众抨击又能如何？充耳不闻、置
若罔闻，把舆论监督当做耳旁风，如此不把舆
论放在眼里，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舆论并
不能把他们怎么样。特别是一些违规事件存
在着盘根错节的利益勾连，有权势官员为其撑
腰，所以当事方、当事人不去整改。

其二，奉行“拖”字诀。检视每天发生的新
闻，典型事件那么多，部分媒体追求新闻性，不
可能一直抓住一件违规事件不放。当媒体追
逐了其他新的典型事件后，就会忘记此起事
件，这正是不少当事人的如意算盘。

当然，还有一类现象必须一提，有时尽管

监督很有时效，但出现了“临时工”化。因为细
究一些事件舆论不难发现，扇卖菜老翁耳光的
城管是临时工，闹市撞人撒野的司机是临时
工，违规买保障房的公务员还是临时工。人们
不禁要问：怎么犯事的都是临时工？如果不动
真格地问责，将责任都推到“临时工”身上，这
样的监督根本谈不上“实效”。

舆论监督不能成为“烂尾楼”，否则就会亲
痛仇快，监督的价值就会被架空。基于此，笔
者认为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拒绝遗忘，媒体不
妨多一些回访，必要时进行二次监督、多次监
督，不达目的不罢休，公众也应该同仇敌忾，不
能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化关注的力度。二是强化
问责，固然要对拖着不解决问题的当事人进行
惩处，同时对上级部门也应该多一些督促。

年终盘点，警惕监督“烂尾楼”
□王石川（江苏）

志愿者义务辅导农民工子女为何被罚？
去年8月以来，云南财经大

学毕业生严端素和20多名志愿
者利用课余时间，为昆明市农民
工子女辅导作业。然而半个月
前，严端素却突然收到昆明市五
华区教育局的处罚决定书。教
育局认为他们“未经教育部门注
册登记，擅自招生办学”，要求
“暂停招生辅导，重新选址，走正
规的程序，完善办学手续”。

（12月24日《人民日报》）

首先，志愿者辅导农民工子弟写作业是否
属于“招生办学”，本来就是一个难以界定的行
为，还不是教育部门说了算？其次，所谓“对部
分学生收费”，明明只是部分家长的自愿行为，
完全可以认为是社会赞助。最后，是否“有居
心叵测的人仿效”，根本就是另一个无关的问
题——怎能因为别人有可能干坏事，反而处罚
并没干坏事的人，这说得通吗？

可见，换个“多帮忙、少添乱”的角度去考

虑，当地教育部门完全可以乐观其成，甚至更
应该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其结果也必将皆大欢
喜。只不过，风暴中心或许发端于另一句被不
小心透露的话：“辅导的地点不恰当，影响了附
近一家正规培训学校的正常招生。”这句话的
内涵很丰富，叫人浮想联翩。看来，只能从肇
始于经济利益动机，而绝非任何其他托词，才
能解释当地教育局为何对志愿者们采取“添
堵”行为。 宣华华

农民工子女教育是谁的责任？
由“严端素们”的辅导点，不禁让人联想起温

州老板林如新在义乌为农民工设的施粥摊。林老
板每天花费1200元救助1000人，该善举得到社会
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遗憾的是，由于现行政策约
束，施粥善举一度在坚持65天后被迫停止。理由
当然是很铿锵的，譬如聚众施粥是一种有组织的
群体行为，其正当性要接受民政部门关于社会团
体管理的条条框框约束等。

规矩在善心面前显得尤其刚性，制度板起
“程序正义”的面孔，在慨叹完中国民间慈善不
给力之后，迅即对善行善举吹毛求疵，表示毫无
融通的余地。你能说什么呢？公共服务不是从
公共利益最大化出发，而是遵循教条主义的传
统，对私力救济或民间慈善“执法必严”，除了扼
杀萌芽中的公民意识，更将公共治理中的官僚
色彩发挥得淋漓尽致。规矩也好，制度也罢，目
的是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不知道地方职能部门
在下罚单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地方
上的农民工子女教育，究竟是谁的责任？可惜

“严端素们”不是南科大，离开公权力的支撑，在
雷打不动的制度面前，个体的壮举，也许终究只
是一场失败的路演而已。 邓海建

权力部门须学会“少添堵、多帮忙”

热点话题

焦海洋焦海洋 图图

农民工子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