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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说

大众日报
异地高考成败的关键

在京沪粤
异地高考的放开，不仅关系着大批随

迁民工子女的高考权益，而且正如教育部
负责人所说:异地高考更是教育公平的标
志性事件。因此，教育部表示“要集中力量，
打好这一硬仗”。既然是一场“硬仗”，“硬”
在哪里？不言而喻，硬在北京、上海和广
东。京沪粤的异地高考方案，能不能顺应
全国要求教育公平的呼声，是异地高考改
革成败的关键所在，也是对三地教育部门
乃至政府的一次考验。但愿作为中国改革
排头兵的京沪粤，能够在这次改革中，放弃
部分建立在教育不公平基础上的既得利
益，继续发挥教育改革排头兵的作用。

新京报
“富豪社区干部”该公

开财产吗
近日，网传有“80 多栋私人物业、20

辆豪车、20亿资产”的深圳南联社区村干
部周伟思，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承认，尽
管实际情况与网帖内容稍有出入，但确实
拥有巨额财产。为此，有专家指出，对于
社区干部这样的“类公务员”岗位，有必要
公开其财产信息，以消除外界对其“以权
谋私”的质疑。如果社区居民要求周伟思
公示其财产信息，证明其利益诉求与社区
管理存在冲突，那么周伟思就有义务公开
财产情况；如果社区居民对周伟思足够信
任无此要求，周伟思是否要公开财产情
况，就只能凭其自愿了。这既是自治的应
有之义，也是尊重个人财产隐私的应有态
度。

经济日报
释放善意 传递正能量

近日，有媒体通过搜狐网和民意中国
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6.7%的受访者
愿意向陌生人传递善意，其中27.8%的人
表示“非常愿意”。54.2%的人提出，善意
是相互的，公民应该加强对陌生人的信任
感。尽管社会上仍存在一些精神冷漠、人
际猜疑，甚至还出现过“小悦悦事件”之类
的公共冷漠，但冷漠掩不住人们内在的善
根，在本性中、在更多公共行为中仍有更
多善意、善良和善解人意。给困境中的人
送去温暖，让他们得到及时救助，更能见
证社会发展的本质，见证人与人之间的真
诚。

工人日报
养老保险衔接是一个

好的开始
不能不说，能够建立起城镇职工养老

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新农保并行的
三种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了不起的创
新。三种保险制度，已经让很多人受益，
并且受到很多人肯定。但在看到成绩的
同时，必须看到三种保险并存，已经产生
了一定的摩擦。特别是现在社会人员流
动加剧，身份变迁频繁，三种保险各自为
政，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浮现出来。因
此，三大保险“衔接互认”势在必行。努力
提高民生政策的含金量，是执政为民的一
个方向。这其中，进一步优化政策的操作
性，与做“加法”加大政策性补贴，同样重
要。从过去“老死不相往来”，到现在的

“衔接互认”，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必
须看到，目前的征求意见稿，还有许多提
升空间。

河南省
报纸新闻
名专栏

在此，笔者不想在干露露
母女是否低俗、恶俗这个问题
上多费口舌——就像著名时评
人曹林所言，“干露露母女无底
线的炒作，早已沦为舆论一大
笑料，她们的脱，她们的炒作，
她们的口无遮拦大放厥词，她
们无下限的表演，一直是被人
们当作小丑来看的”。在这里，
媒体罔顾社会责任，为丑恶言
行提供展示舞台，才是最值得
检讨、反思的。

笔者搞不懂，《棒棒棒》作
为教育类电视台的综艺节目，
请谁不好，咋就请来了具有丑
闻劣迹的人？这明显与教育电
视台的“教育”理念不合拍。教
育台本应服务于教育，至少要
分清何为雅、何为俗，至少要倡
导主流价值观，起码不能失却
道德底线，放弃社会责任，为价
值观产生严重畸形的人推波助
澜、摇旗呐喊。甘露露母亲那
句“我宁愿她在舞台上脱光，也

不要在私底下被扒光”的言论，
还言犹在耳啊！何况这娘儿仨
在节目录制现场狂飙脏话、大
骂观众呢？其语言之污秽，态
度之嚣张，道理之荒谬，将对年
青一代造成极大负面影响，予
以及时制止，才是一个负责任
的媒体。

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思曾对
“好社会”进行了描述：“人人有
工作并有改善自己生活的机
会。青年人走向社会之前得以
享受教育，可以感受到家庭的
温暖……为安度晚年用的储蓄
不会因为通货膨胀而付诸东
流。”对比之下，“研究生为还房
贷兼职开出租 年近 40 岁没要
孩子”倒逼社会的努力方向，也
可以管窥我们与理想中生存状
态的差距。惟有形成制度性、
系统性社会合力，才能消解个
体的生存环境，也才能防止生
存压力像瘟疫般蔓延。

面对“研究生为还房贷兼
职开出租 年近 40 岁没要孩
子”，个中苦楚又有谁能体会
呢？理应直面“研究生兼职开
出租”背后的信心和幸福指数
困局。

何勇海

追捧干家母女拷问
媒体社会责任

近日，干露露娘儿仨在江苏教育
电视台《棒棒棒》节目制作现场撒泼、
大爆粗口的一段录像震动网络引发
众怒。11月28日，国家广电总局新
闻发言人明确表态称，该台违反《广
播电视管理条例》，罔顾媒体社会责
任，为丑恶言行提供展示舞台，造成
恶劣社会影响，应当受到严厉谴责，
将依据有关法规给予严肃处理。《棒
棒棒》栏目已被责令停播。

（11月29日《北京青年报》）

“自掏腰包吃饭”的
“秀”可以作下去

11月22日，湖南省娄底市和新
化县的部分领导干部来到新化县水
车镇，与水车、文田、奉家3个乡镇新
当选的县人大代表座谈。水车镇人
民政府没有给参加会议的人员发香
烟，也没有招待用餐，与会人员自掏
腰包填肚子，博得群众一片喝彩声。

（11月28日《湖南日报》）

今日关注 大幅提高农民集体所有土
地征收补偿标准，这对失地农民
无疑是个好消息。尽管目前还不
知道具体修改条款，但从透露出
来的信息看，征收补偿标准的提
高是空前的。如果补偿额度至少
为现行标准的10倍，那么将会大
大提高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身
价，农民手中的土地便物有所值。

或将10倍提高征收农村集
体所有土地的补偿标准，切好收
益“蛋糕”至关重要。此前已有教
训，一些地方政府制定征收补偿
标准实行“一口价”，而且一口价
又是按照农业用地的价值来补
偿，与市场实际价值相差很远，早

已遭到失地农民质疑。比如以一
亩几万元的价格征收了农民的土
地，转手通过招拍挂卖给开发商，
身价就上涨到几百万元，巨大的
价差导致了矛盾频发。

土地是农民的希望，寄托着
农民的未来。农民一旦失去土
地，他们便会失去赖以生存发展
的根基。因此，提高农民土地征
收补偿标准后，最需公平切好这
块“蛋糕”。假如政府凭借强势地
位，将10倍提高的补偿标准主要
揽入地方政府财库，而本该得大
头，多受益的失地农民只落得一
个虚名，他们不仅会空欢喜一场，
而且也不会“善罢甘休”。

公平切好土地补偿“蛋糕”，
需要出台相关细节条文。比如细
节中，应该明确各自受益的百分
比，可拿出多大比例分配给失地
农民，使农民失地不失利，自身利
益能够受到保护。同时，制定土
地补偿“蛋糕”分切比例，不能只
由地方政府实行“一口价”，而应
让失地农民参与制定，并且要充
分尊重和听取失地农民的意见，
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如
果分切土地补偿“蛋糕”能向失地
农民倾斜，让失地农民真正能够
成为受益主体，这样的土地征收
对失地农民才有意义，失地农民
才会充满期待。

补偿标准提高 应多
进农民腰包
□张永琪（安徽）

国务院日前通过土地管理法修正案
（草案），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制
度作了修改。有业内专家推测，此次修改
的主要内容是提高征地补偿数额，提高额
度可能至少为现行标准的10倍。

（11月29日《京华时报》）

“为还贷款兼职开出租”并
非仅仅是辛苦那么简单，而是生
存压力的隐喻。在通货膨胀无法
避免的社会中，工资和物价螺旋
形上涨，在物价上扬的过程中虽
然工资也在上涨却跟不上生活成
本的增速，所谓“工资涨得像眉毛
一样慢，物价涨得像胡子一样
快”。就现实来说，不少民众不仅
收入没有得到相应增长，反而增
加了税负，提高了生活成本，资产
泡沫的出现加大了其生存的压
力。这种压力直接转化为对金钱
的迫切需求，也就是“生存压力金
钱化”，除了挣钱之外没有缓解生
存压力的选择途径。而“研究生

为还房贷兼职开出租 年近40岁
没要孩子”仅仅是一个活生生的
注脚罢了。

就个体而论，特别是对于那
些生活窘迫而渴望改善生活的人
们，对于那些既要挣钱养家糊口，
又要支付子女日趋高昂的教育费
用，还要攒一大笔钱用于买房的
人们来说，钱不仅是货币，更是生
命的希望和保障。因此，人们为
了生存，或者说，为了更好地生
存，必然会想尽办法来挣钱，也会
自觉地倾注全部热情来挣钱。在
日益彻底货币化的社会，金钱的
谋求成为缓解压力乃至增加幸福
感的重要源泉。这就是越来越多

的高学历人才从事双份工作的
“密码”所在。

但问题的反面是，对金钱的
冲动恰恰引证了个体信心指数的
非乐观状态和幸福指数的下降态
势。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尴尬
和困境。零点公司在北京、上海、
广州、武汉等城市曾做过这样一
项调查：有14%的人在回答“压力
最大和最希望做成的事”时，首选
挣钱。加上越来越多“猝死”“过
劳死”事件出现，有理由认为，生
存压力决不是个别人所有，而几
乎成为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在
这样的现实下，民众怎能拥有较
高的幸福指数和信心指数呢？

2005年，南京大学研究生张明
贷款200万元在上海开了一家广告
公司。为了还贷款，他去兼职开出租
车，每天开车11个小时。因为背着
贷款，张明虽年近不惑，却没要孩
子。他想“等一身轻了再要”，否则
“承受不起”。 记者了解到，高学历
人才从事双份工作，兼职赚钱的并不
在少数。（11月29日《现代快报》）

倾听民声

这则新闻很短，以上便是
全文，然而其激起的涟漪却很
大——和新闻中说的“博得群
众一片喝彩声”不同，网民在网
络上的跟帖，以“作秀”的质疑
声居多。在笔者看来，对“自掏
腰包填肚子”究竟该如何看待，
不妨以其是否能够持续下去作
为判断依据。

在现实语境中，领导干部
“下”到基层，下级单位提供公

务接待是普遍现象，超标准接
待也屡见不鲜。而此次水车镇
人民政府“没有招待用餐”，与
会领导干部“自掏腰包填肚子”，
的确是现实官场难得一见的“风
景”。就这一事件的本身来说，
和公众长久以来的期待是一致
的，为何网友又纷纷毫不留情地
吐槽呢？原因就在于，如果这
只是偶尔为之，如此大肆宣传
恰似温柔一刀，是在用局部的

真实替代背后的真相。
对于发生在水车镇的“自

掏腰包吃饭”，我们应当理性对
待，不妨少一些讽刺和挖苦，多
一些肯定和期待。其实，公众
并不怕“作秀”，而只怕“作秀”
不能持续下去，更怕“作秀”缺
乏制度性的保障，以至于哪怕
想持续下去也因遭遇到各种阻
力而停滞。

李辉

沈海涛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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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