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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13日、14日、17日，《郑州日
报》《郑州晚报》连续4天时间以较大的篇幅刊
发“2010：民生·政务系列报道”《问计于民 试
点推进——“两店”进社区 好事一定要办好》
《群众的“小事儿”政府的大事儿——社区帮扶
重在务实》《提高党政效能 关键在领导方式转
变——运转加速度 作为更给力》《抢抓机遇 加
快建设——郑州都市区建设呼之欲出》，报道刊
发后引起媒体网络的极大关注，新华网、人民
网、中国广播网、中国经济网、中国日报网、新浪
网、搜狐网、大河网、中原网、商都网、搜房网等
进行了转发，网友们纷纷跟帖留言，解读郑州都
市区建设，并提出了自己的期盼。

“大郑东”网友对报道这样评价：这组报道
用事实和数字说话，文风平实，而且图文并茂、
美观大气，起到了吸引人、鼓舞人的作用。这样
的报道咱老百姓喜欢看！

“老辛”网友评价说：怎样让郑州市民在祥
和的气氛中度过春节，并利用节日再次推进对
社会民生的关注和提升？看了《郑州晚报》的民
生系列报道，令人深感欣慰。政府是社会的管
理者和服务者，但是长期以来形成了只讲管理
不讲服务或者注重管理忽略服务的状态，近几
年来，在以人为本理念的倡导下，政府在职能转
变方面正发生着巨大变化。不论是市政建设的
大动作，还是一个断头路的打通、一处积水的治
理，都体现着政府对民生的关切。

群众的“小事儿”，政府的大事儿，这个口
号不论是谁提出的，都令人倍感亲切。从书

记、市长到居委会大妈都能把群众的“小事
儿”当事儿来办，一个亲民的政府形象就会展
现出来，只有这样，才有社会的和谐，政府才
有更强的号召力和公信力，政府的工作才会有
普遍的理解和支持。

“昆仑神”网友说，“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
情”，民生问题所反映的民声、民意、民心应重
于泰山，以民生马首是瞻的政府才是负责任的
政府，郑州的“两店”进社区、宜居健康城、宜
居教育城等建设活动，无不体现着政府对民生
的关切。

“轰你木商量”网友跟帖写道：河南发展看
郑州，郑州发展看郑东。中原经济区为郑州的
强势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应该抓住机遇上大
项目，利用郑州交通便利的条件带动周边，来票
子，惠民生！老百姓有生活保障，孩子们可以上
学更无忧，呵呵，这个还是要得！

“蓝色多味茶”网友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
事关心，但我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事。只要居
住城市变化大，发展快，宜居更美丽，咱们网友
就是很期待！

“青青河草”网友说：郑州都市区应该首先
改善投资环境，多招商，招大商，拉动就业和服
务业发展，党政效能采取的多种措施也可以说
是改善投资环境的强力举措！

“老辛”网友说：2010年，ZZIC进入了公众
的视野，为市民和政府的交流提供了一条顺畅
的网络通道，人们反映问题表达诉求变得非常
便捷，解决问题的效率明显提高，使基层民众和

政府高层的距离迅速拉近。同时，行业网评、市
民打分等活动的开展，也为市民有效地监督行
政机关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有力地促进了行政
部门的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尽管我们的城市
还有很多发展中的矛盾尚未解决，尽管城市建
设和社会管理还面临很艰巨的任务，但只要有
一个亲民惠民的政府，有一个政府和市民和谐
互信、共克时艰的社会风气，我们的城市就会有
更好更快的发展。按照规划，2011年我家周围
有三条路要打通，到时候出行就更加方便了。

“sunnie小闹”网友写道：希望继续努力！
将惠民实策确实落实于民！

“e9北回归线”网友对“宜居教育城”规划
和建设进行了深度解读：“宜居教育城”的规划
很有指导意义，解决了龙湖作为一个郊区小镇
很多年后的功能和发展问题，而且确实是可持
续性，基本思路是非常明晰明确的。随着定位
的清晰，责任的明确，报告里明确提出完善周边
基础设施，提升整体区域的品位和环境。这些
其实龙湖是很有潜力的，所以基础设施方面非
常值得期待。

古人云：受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难发
现投资教育永远比一个央企来得实在得多。所
以，和龙湖一样，有了明确的思路，有了发展的
方向，有了政策的支持，比招多少商，引多少资
都要令人振奋得多。龙湖，今后就安心地做教
育吧！若干年后，没准我们第一批在龙湖买房
子的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全省最好的教育资
源。而且教育的发展才是整个经济发展的根

本。（虽然中国的教育不怎么样，但不排除越来
越好，哈哈）。况且越来越多的教育投资到龙湖
的话，对当地居民的我们来说，是否又意味着更
多实实在在的商机呢？

一所学校、一所医院、一个工厂让你选择，
你会选择哪个在龙湖呢？我会选择学校，况且
还是很多所学校？！龙湖加油，龙湖的前景相当
看好。发展还是要靠政策，靠特色。龙湖这两
方面都有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现在郑州政
府明确发展，肯定要主动融入，主动支持。所以
相应的政策会更给力的！！！

“昆仑神”网友最后说：在“宜居教育城”的
目标下，将郑州市内优质高中资源外迁，同时将
腾出来的土地用做教育配套设施建设，以解决
市区内九年义务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逐步实
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平等化，从而解决上学难
的问题，这是众多老百姓的期盼。对于“宜居健
康城”、“宜居教育城”发展目标的提出，我们可
以看到，在以人为本、惠及民生的执政理念指引
下，郑州正通过西移南扩的发展步伐，以不断夯
实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的实力。

中原经济区，是中原发展的新坐标，是实现
中原崛起的最佳平台，承载着中原复兴的梦
想。如果将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主体的中原经
济区比喻为中部崛起的一条龙，那么作为中原
经济区核心增长极的郑州，则是当之无愧的龙
头，龙头必须有力地抬起，才能舞动中原经济区

“三化”的协调发展！
李逸冕 整理

承载复兴梦想
郑州都市区建设

夯实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
——网友热议提出诸多期盼

已经成年，却还成天赖
在家中，啃老爸老妈的老本，
这样的人被称为“啃老族”，
被“啃”的父母即便有怨言，
通常也无可奈何。江苏省十
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
议就《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
障条例（草案修改稿）》进行
了审议，跟一审的草案相比，
修改稿增加了对“啃老”现象
的规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
成年子女要求老年人经济资
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子
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以物业
或者其他理由，骗取、克扣或
者强行索取老年人的财物。”

（本报今日A10版）

立法禁止“啃老”，如何断好家务事？

焦海洋焦海洋 图图

“禁止啃老”与“常回家看看”
以立法的方式保障老年人权益，不仅可行，而且很有现

实意义。这是文明社会和法制社会下的必然趋势。而在外
国，此举更为普遍。

但是，凡事皆有度，需要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立法禁
止“啃老”，更要考虑国情和现实。目前语境下，单单一个省
份通过立法的方式禁止“啃老”，恐怕很难真正推行起来，也
未必能收到实效。

同样是《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草案修改稿）》，还
添加了“对与其分开居住的老年人，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问
候”这样的条款和内容，也就是所谓的“常回家看看”。这是
否显得矛盾呢？通常情况下，子女回家看望父母，虽然会给
钱给物，但老人年回馈子女的，也不可小瞧。而且，不少家庭
往往是子女空手而来，父母给忙吃忙喝以后，还要准备些东
西让子女捎走。这，不知是否属变相的“啃老”？

老年人的权益需要保障，子女的义务需要明确。但是，不
等于非将老年人与子女之间划出一道“三八线”不可。 陆冠京

有多少父母会状告“啃
老”的孩子？

用法律手段来干预啃老问题，出发点没有问题，但法规
本身还是有些含糊其辞：一是“没有独立生活能力”难以界
定。什么样的人是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啃老一族，其假借
的理由，不正是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吗？如此模糊的规定显然难
以有有效的执行力。二是谁来监督？都说家丑不外扬，家里有
人啃老了，家里人往往会遮遮掩掩，说孩子其实还是很有出息
的，还是很努力的，那就很难知道到底有人“啃老”没！连事实都
不得而知，那么用法律来干预“啃老”，只可能是纸面上的美好。

当然了，有人说规定上写了，那就是父母有权状告。可
是，孩子不争气了，在我们这“人争一口气”的面子文化下，会
有父母将孩子状告吗？

事实上，亲情上的事，最合适的办法不是法律介入，而是
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与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同时还不能
让逼仄的现实压弯了我们的腰。 龙敏飞

羔羊跪乳，乌鸦反哺，孝敬父母是做人之本。立法规定老人
有权拒绝“啃老”，督促一些眼高手低、好吃懒做的年轻人回归社
会，让老人安度晚年，初衷无疑是好的。但是，中国人普遍有“水
往下流”的传统，看着子女面临住房、教育、医疗等多方面的压
力，他们不会无动于衷。如果老人帮助经济拮据的子女是“周瑜
打黄盖”，法律也管不了这么多家务事。

“啃老族”中，除了少数人确实眼高手低、好吃懒做、依赖心
理作怪以外，更多年轻人“啃老”是出于无奈。住房、教育、医疗、
交通、社交、吃饭、穿衣，样样要钱，不少年轻人工资赶不上老人
的退休工资。“啃老”，实际上是一面民生镜子。

要保障老年人权益，除了立法禁止“啃老”以外，政府还要想

办法帮助年青一代化解生活压力，平抑物价，避免民众生活质量
下降。

总之，“啃老”不仅是伦理问题与社会问题，更是民生问题。
如何化解“啃老”难题，不仅要用法律督促子女坚守孝道，不要轻
易向老人伸手，要开源节流，精打细算，不要养成依赖习惯，而且
考验着政府的执政智慧。政府要在物价（尤其是住房、医疗、教
育消费价格）方面体现责任担当，化解百姓生活压力。

国富向民富转型，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控制收入差距
扩大，是十二五规划建议的亮点。而通货预期扩大，畸高房价吞
噬人民的财富，打击百姓过好日子的信心，年轻人无奈“啃老”，
实际上是国富向民富转型的一道民生考题。 汉应民

“啃老”是一道民生考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