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曾进
行过一次全国住房普查后，近30
年再无进行住房普查；而这 30
年，恰恰是我国房地产业高歌猛
进的时期，房地产业事实上已经
成了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形成
了长长的产业链条，可谓牵一发
而动全身，主宰着整个国家经济
命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住房普
查，摸清家底，为中央政府决策提
供真实可靠的科学依据，非常必
要和迫切。

但为何迟迟下不了住房普查
的决心呢？除了报道中所列的一
些技术原因外，专家透露的不是
秘密的秘密，才真正道出了此中
的奥妙。由于住房在投资品和消
费品之间定位模糊，为一些人提

供了大量牟利空间，致使相当部
分人拥有了多套房产，这其中就
有很多官员。假如来一次全国性
的住房普查，就像进行人口普查
那样，将每套房产的大小、价值、
位置、性质及户主查得一清二楚，
那不等于起了有些人的老底，让
那些“房叔”、“房爷”、“房媳”等房
字辈无所遁形，这岂不等于要了
他们的命？所以，这次专家说对
了，住房普查之所以搞不起来，因
为遭遇了官员的阻截。

不过话说回来，经济普查不
同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目的不
是为了反腐，而是为中央政府制
定一个时期的经济决策提供科
学依据，因此，在进行住房普查
时，可以采取折中办法，如在调
查房屋的归属、户主名下共有几

套房产等敏感问题时，基于个人
隐私和家庭财产保护的考虑，尊
重对方的意愿，查实后予以保
密。如果撇开住房普查，犹如推
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却无须申
报住房一样，所谓的经济普查还
有多大意义？

这么说不是为了保护贪官，
而是为了使第三次经济普查取得
实质性的成效。事情一码归一
码，暂时剥离住房普查的反腐功
能，让其回归经济普查的原初意
义，这总比强化其反腐功能使得
住房普查无法进行来得强。厘
清这点，各地政府才会心甘情愿
配合国务院将于 2014 年 7 月出
台并实施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
度，确保此次迟到的正义行动获
得成功。

公民声音

不 含 房
产的经济普查
有啥意思

□王学进（媒体人）

到底有多少人不合理或不合法
地拥有十套、百套房子？又有多少人
因为高房价而望房兴叹，这一切都没
有答案。因为无论是此前的第六轮
人口普查，还是如今正在开展的第三
次经济普查，均未有实质性的住房普
查环节。专家称，部分官员房产太
多，是住房普查的一个阻力。

（7月2日《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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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说

这位退休官员的话无疑在告
诉人们，如果“有关方面”一定要
保护某个干部的话，即使这个干
部确实腐败，恐怕也会平安无事，
至少很难被查处。

为什么保不住呢？原因可能
有三个：一是这个“有关方面”实
力不太强，所以保不住。二是倪
发科腐败太严重，举报人太多，有
关部门无法保住。三是随着反腐
机制的健全，任何人只要有腐败，
都会受到查处。我们当然希望是
第三个原因，但是前两个原因有没
有呢？这才是让人担忧的地方。

“有关方面”为什么一直在想
办法保一个腐败干部呢？原因大
概也有三个：一是不知道倪发科

腐败问题，所以还认为是“小问
题”。总认为培养一个干部不容
易，所以对一个有小错误的干部
不想一棍子打死。二是“有关方
面”认为倪发科是个“能人”，认为
这样的干部很难得，所以不愿意
让他被查处。三是“有关方面”和
倪发科形成利益共同体，成了倪
发科的“保护伞”。

反腐败不能只反“保不住”的
干部，否则难以形成反腐威慑
力。有的腐败干部被查处会认为
自己命运不好，或者认为没有“后
台”，而那些和“有关方面”有关系
的就会肆无忌惮，认为腐败不要
紧，出了事会有人保自己。

不知道报道中那位退休干部

“有关方面一直在想办法保他，但
是保不住了”是真话还是假话。
如果是假话，那么有关部门应该
澄清，让社会知道出了事情，不会
有人保这样的干部。如果真如那
位退休干部所言，“有关方面”也
要查一查是谁在保他，为什么要
保他。这可能是又一腐败线索。

保不住的腐败要反，有人保
的腐败更要反，让那些腐败者无
处藏身。那些有人保的腐败，很大
程度上是不公开透明引起的，正因
为保的人以为社会不知道，他们才
敢保。因此，要杜绝保护腐败的现
象出现，就需要我们加大公开透明
力度，一旦一个人的腐败公之于
众，有人想保也不敢保。

今日关注

不 能 只
反“保不住”的
腐败

□肖华（公务员）

6月4日，监察部网站通告显示，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
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事拖了
很长时间，从今年安徽省的‘两会’一
直到5月份。”接近倪发科的一位退休
官员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当时
“有关方面一直在想办法保他，但是保
不住了”。（7月2日《第一财经日报》）

中国青年报
要相信追求真相的力量

据来自安徽省阜阳市太和警方的
最新消息，所谓“太和县滑某婴儿被盗
案”是滑某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而随
着事情真相浮现，一些网络媒体及“微
博大 V”在此事件中的表现，开始被公
开蔑视。“新华微评”微博认为：一些网
站和媒体微博参与推波助澜，致使这个
闹剧被放大。可我想说的是，媒体有时
可能会上当，但我们不必为此如丧考
妣，因为我们仍旧可以求得真相。网络
媒体或者微博大V们，如果都能在每一
次发表或转发微博之前，提前预知事情
真相，从而作出可经时间检验的说法，
当然是一个最理想的结果。但一些时
候，它们一样会被“蒙蔽”。如果我们努
力追求真相，就不必害怕一些不同的声
音，不明真相，并不是让人闭嘴的理由。

长江日报
养警察打人的思维太可怕了

近日，苏州某小区业主控诉无良开
发商，上访至市信访局时遭遇阻拦，与
相关领导沟通时，领导说：“警察不打
人，那养警察干吗？”此语一出，现场顿
时一片哗然。警察是干什么的？这不是
深奥的道理，连孩子们也知道，很简单：警
察是百姓的公仆，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
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
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的。可这位信访局长
居然将警察定位于打人，这是对警察的
亵渎。按这位局长的说法，警察就是官
员们的“家丁”或打手，是百姓的对立
面，在这种逻辑下，社会还有稳定和谐
吗？党群干群关系只能越来越紧张，社
会充斥着浓烈的火药味。事实上，一些
地方发生冲突时，动辄把警察推到第一
线，激化了矛盾，丑化了警察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