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售楼员年终
奖500万让“房
奴”情何以堪

□何勇海（成都）

新年伊始，济南楼市传出爆
炸性新闻，海尔绿城全运村一位
妈妈级置业顾问，去年一年卖楼
卖出6.95亿，成为绿城集团全国
销售冠军，一次性获税后奖金
500万元，这一奖金额堪比2012
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济
南地产业内人士称，这在济南楼
市的历史上也绝无仅有。

（1月8日《齐鲁晚报》）

据说近两年来的宏观调控，
已让楼市普遍遭遇“寒冬”，售楼
员的日子通常并不好过。故而，
售楼顾问一年卖楼 6.95 亿、获年
终奖500万的新闻，让包括笔者在
内的网友颇感意外。要知道，按
济南房地产业一位销售负责人的
估算，这500万元“相当于一线销
售人员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收入”！

事实上，这非笔者近期听到
的第一位“最牛售楼员”，前两天
在南京，某楼盘就挂出了一条“热
销50亿元”的巨型庆祝条幅，还诞
生了一名据说是去年全国最牛的
售楼员甘延辉——这位 2011 年
卖出98套房、创下4亿元销售纪
录的售楼员，去年业绩再创新高，
已经销售 7 亿元房产，同事送其
外号“七亿哥”。无论是“500 万

姐”还是“七亿哥”，都让我们看
到，尽管楼市处于“调控年”，“聪
明的和尚”还是找到了“水”吃，让
我等网友纷纷投去艳羡目光，并
自嘲入错了行。

可理性一想，即使售楼员能
获500万年终奖，也是其应得的，
我们大可不必羡慕嫉妒恨，更不
必有一种仇富心理。做售楼员
其实十分辛苦，“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谁都少”，忙得连轴转，
工作压力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他们的高收入与高压力是成正
比的。何况售楼员的收入也有
天壤之别。

我们更应从售楼员获年终奖
500万的事件中，反思房地产业的
暴利。很多网友问得好：一个小
小售楼员一年都能赚500万年终

奖，那么，开发商又赚了多少钱？
卖地的人又赚了多少钱？售楼员
所得的500万年终奖对他们而言，
恐怕只是九牛一毛，他们的暴利
又从何来？显然来自“房奴”。

早有有识之士指出，不断实
施商品房宏观调控，总是不见效
果，至少效果十分有限。笔者先
前不信，于今信了。商品房宏观
调控效果十分有限，顶在“天花
板”上的房价就不会真正降下来，
就会严重影响绝大多数民众的民
生需求，甚至可以说是对绝大多
数民众的住房需求的严重掠夺。
要知道，房地产相关利益方的暴
利，必然要中低收入的广大购房
者来承受。试想：售楼员的500万
年终奖中，又有多少房奴 N 年乃
至一辈子的血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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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天寒地冻，没有什么比一件保
暖的衣物更能温暖人心了，尤其是
对于那些长期流落于街头的流浪
者而言。流浪者的衣物是否遭遇

“抢走”？“不明身份”人员又是谁？
从目前来看，存在两方面的不同说
法，但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在北京
的一些流浪者集中场所已经被清
场，没有了栖身之所，流浪者如何
度过接下来的寒冬，已经成为看得
见的难题。

按照官方的说法，此次联合清
场行动是为了整治环境。一个很

直接的疑问是：市容市貌可以凌驾
于公民的生存权之上吗？要知
道，没有了栖身之所的流浪者，
很可能在风雪飘摇中艰难度日，
没有足够的衣物保暖，他们很可
能因饥寒交迫而失去生存的机
会。据媒体调查，有流浪者在被
清场的一个地方，已经生活了两
年，为什么要选择在这样的寒
冬，突然为了“整治环境”而“联
合行动”呢？

同样是来自官方的说法，在清
场过程中，逐个通知流浪者，告知

他们“此地不能居住，需离开”。我
们姑且相信在清场行动中，确实有
相对平和的沟通方式，那么这句简
单的“需离开”是不是过于粗暴了
呢？离开之后去哪儿呢？既然是
联合行动，对于确实因生活困难而
流浪的，是不是应该联系收容所进
行安置呢？如果因为此处被清场
了，便认为市容变好了，而看不见
另一个地方的新问题，那与“掩耳
盗铃”何异呢？

当然，无论是对于因生活困顿
而流浪，或是因别的情况而流浪的
流浪者而言，在这样的寒冬，最大
的也是最迫切的诉求，无疑就是保
暖。不可否认他们的存在，确实是
对市容市貌构成负面影响，但是他
们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就有着不
因饥寒而失去生命的权利；一个负
责任的政府，也有保护公民生存权
的义务。要真正整治环境，最根本
的在于弄清楚他们的流浪原因，一
次简单粗暴的联合行动，甚至是一
场疑为通过抢夺衣物来驱逐流浪
者的行动，这显然是没有人性和温
情的自我想象。对流浪者没有人
性和温情，这个城市显然也是没有
温度的。

流浪者的体
温，体现一座城
市的温度

□高亚洲（长沙）

近日，北京、长沙等地
接连传出流浪人员的御寒
衣物遭“不明身份”人员“抢
走”的消息。“抢劫者”的身
份目前尚不确定。但发布
消息的网友在描述流浪者
被抢原因时，都用到同一个
词：影响市容。

（1月8日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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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
民主从学会开会开始
说起开会，人们都不陌生。很多

时候，只是为开会而开会，领导在台上
一言堂，员工或下属在那儿假装认真
听，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没有效率。
开会就是来协商讨论的，如果开会不
是来协商，谁的势力大，就听谁的，这
与强迫无异。而要协商，就得讲规则、
讲程序、讲议程，也即民主。所以，开
会包含了民主因素，或者说，开会天生
与民主有关，是一种民主训练。民主
是需要讲究规则的，一个社会离民主
有多远，就看这个社会的人们讲不讲
规则，按不按规则办事。而开会更天
然地需要规则，所以说民主应该从学
会开会开始，并非没有道理。

法制日报
道歉不能代替问责

针对外界对“12·31”泄漏事故未
按照要求程序上报的质疑，山西省长
治市市长张保在事故第三次新闻发布
会上说，主要是事故发生后当时企业
上报的苯胺外泄量较小，因此认为是
一般安全生产事故。张保为苯胺泄漏
事故未及时上报向公众道歉。相对于
不道歉，道歉是一种进步。对于一些
官员来说，发生了一起事故，先是装着
不知道；事情瞒不住了，就来找各种理
由；各种理由站不住脚了，在上上下下的
压力下，于是表现一下高风亮节，出来作
一个道歉；一旦道歉，责任立马减轻了。
这难道不是一种官方福利吗？这时候，
道歉是必要的，但不能让道歉成为一
种福利，更不能以道歉代替问责。

人民日报
中国已学会以法治方式

治国理政
今天的改革，需要回答为谁改、改

什么、怎么改的问题；需要向人们说明
摸着石头过河之后，河对岸的图景；需
要给予多元利益以表达机制、协调机
制，凝聚差异格局之下的认同感；需要
勾勒何谓中国人眼中的美好生活、理
想社会；需要向世界说明中国立场，体
现大国担当。这是现阶段深化改革无
法回避的问题，需要运用新的方法来
破题。经过30多年的摸索和适应，我
们已经逐渐学会了用市场的手段配置
资源，用法治的方式治国理政，用通行
的规则参与国际事务。改革进入深水
区，下一步怎么改？习近平给出了答
案，“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
辩证统一的”。

四川在线
除了课桌椅之外，孩子还

需要什么
针对媒体日前曝光的“吴川市部

分学生自购桌椅上课”事件，湛江市派
出调查组到吴川展开调查，确认情况
属实。至1月5日，吴川全市已为所有
中小学生配齐课桌椅。各中小学必须
按标准配齐配足学生上课桌椅是国家
规定，也就是各地政府有关部门必须
执行的政策，但是，要没有媒体曝光逼
着，某些地方官员总是不肯自觉去执
行。这不能不令人怀疑，除了课桌椅
之外，对于当地的义务教育，还有什么
政策被政府部门截留或者束之高阁而
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吗？即使每一个孩
子都有了课桌椅，却不等于每一个孩
子都享受到了合格的教育。每一个孩
子是否都有一所合格的学校？

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
会学研究所发布《社会心态蓝皮
书》，认为，我国社会情绪总体的
基调是正向为主，但存在的一些
不利于个人健康和社会和谐的负
向情绪基调不容乐观。困难群体
中一些本该同情却欣喜、本该愤
恨却钦佩、本该谴责却赞美的“社
会情绪反向”值得警惕。

（1月8日《京华时报》）
就术语本身而言，“反向情

绪”的提法是否科学可以探讨，但
指陈的现象确实存在，而且很普
遍。有必要纠正的是，“反向情

绪”不仅体现在困难群体身上，也
体现在中产阶层甚至精英阶层身
上，它不专属于某个阶层，而是属
于所有阶层，所不同的是程度深
浅而已。同时还需指出的是，《蓝
皮书》所列的“反向情绪”只是其
中一个维度，与此相对的还有另
一个维度，即本该钦佩的却愤恨、
本该赞美的却谴责、本该认可的
却怀疑。

你说这是一种什么病？是
心理疾病还是生理疾病？当然
不是，而是社会病、道德病、政
治病。

无论是哪一种“反向情绪”，
其实是一个镍币的两面，其共同
指向都集中到信任度上面。正是
因为整个社会的信任指数不断下
降，才促成“反向情绪”蔓延，致使
国人普遍患上了怀疑病。随着

“反向情绪”的高涨，其恶果已日
益明显，那就是加剧阶层冲突，加
深官民矛盾，导致社会冲突频发，
最终会动摇整个社会的道德根基
直至危及社会稳定。

当务之急是要整肃吏治，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如此方
能遏制“反向情绪”的蔓延。

“反向情绪”
是种什么病

□王学进（浙江）

无论是哪一种“反向情绪”，
其实是一个镍币的两面，其共同
指向都集中到信任度上面。正
是因为整个社会的信任指数不
断下降，才促成“反向情绪”蔓
延，致使国人普遍患上了怀疑
病。

在7日发生的上海农产品中
心批发市场火灾事故中，一名男
子得知市场着火后赶到市场，声
称有六七百万元人民币放在店
内，坚持要冲进火场抢钱，消防队
员怎么拦也拦不住，最后这名男
子葬身火海，被抬出来时，怀里仍
抱着几大捆钱。

（1月7日《新民晚报》）
他本来生命无虞，但惦记着

店里的巨额现金，结果不幸葬身
火海。对此，不少网友评论为“宁

舍命不舍财”、“典型的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甚至有网友拿小沈阳
的那个段子调侃，“人生最大的痛
苦是，钱还在，人没了”。不得不
说，这些吐槽太过冷血，太过想当
然，你可以不赞成他的行为，但不
可以讥讽一个生命的逝去。

说风凉话容易，但实际上，面
对六七百万元现金可能化为灰
烬，是不是进去抢出来，这道选择
题大多数人都很难回答。猴子尚
且火中取栗，何况人乎？

我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面对重大伤亡事件，很多人首先
关注的不是他人的生命，而且某
些所谓戏剧化的细节，并常常以
一种嘲讽、幽默的口吻去调侃。
是悲剧发生的太多，让他们感到
麻木，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本
就缺乏对生命的敬畏？

面对他人的不幸，请抹去“站
着说话不腰疼”的嘴脸，多点关怀
和反思。唯有人同此心，灾难才
会真的远离。

不必苛责“死
后仍怀抱巨款”

□贡万军

面对他人的不幸，请抹去“站
着说话不腰疼”的嘴脸，多点关怀
和反思。唯有人同此心，灾难才
会真的远离。

热点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