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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就四川阆中商品房产权只有40
年一事咨询阆中市国土局，其官网做出“40
年后，我们是不是还存在这个世界，不要考
虑太长远了”的官方“神回复”，引发媒体关
注和网友吐槽。阆中市国土局对此回应，
称此回复“言语不当”，向网友公开致歉。

在公众印象中，商品房产权都应该
是 70 年才对，而四川阆中只有 40 年，一
下子砍去了四成多，当地“明了真相”的
民众对此有意见，那是肯定的。与之相
比，阆中国土局的回复，却将这个严肃的
话题娱乐化了，不过也正是因为阆中国
土局不恰当地“幽了一默”，才让这个话
题真正地引爆了舆论。

生命何其短暂何其脆弱，40 年后谁
也不能保证我们肯定存在这个世界，而
且，此处的“我们”似乎还可有更多解读，
而不仅单指个人。但是，问题并不因此而
消解，否则，我们似乎没理由不“做一天和

尚撞一天钟”地“混”在当下。官方之所以
有“不要考虑太长远”的“神回复”，充分说
明某些政府官员的确是在“混日子”，并且

“教导”别人要跟自己一起“混”。
官员信奉“不要考虑太长远”，翻译

一下其实就是要重视当下的享受，要追
求短期的利益；当这样的思维成为一种
执政理念，那无疑是很可怕的。这是对
子孙的不负责，对未来的不负责，那些鼠
目寸光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也许就是
拜这样的执政理念所赐。再者，“不要考
虑太长远”，还是对公民权益的漠视，貌
似劝慰市民，实则为自己开脱。

具体到商品房产权年限，《房地产管
理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由
国务院规定”。而国务院规定的具体年限
是：居住用地七十年；工业用地五十年；教
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五十年；商
业、旅游、娱乐用地四十年；综合或者其他

用地五十年。其中，确实只有“最高年限”
的说法，而没有规定必须是多少年。但
是，各地通常都是按此最高年限操作，四
川阆中的做法颇似故意钻空子。

商品房只有40年产权，从拿地到交房
还要好几年，购房者买到手只剩三十几年，
却拿去与别处70年产权的房子比较房价
高低，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自动续期”是一
个很模糊的说法，是否需要缴费也没有操
作方案，如果所有城市都钻这个空子，将商
品房土地出让年限砍掉一小半，地方政府
至少有两大好处可享：一是迅速平抑房价，
因为40年与70年的土地出让价不可能一
样；二是40年后还可以再卖一次地，就算不
能再卖，也能收到一大笔续费。

所以说，四川阆中40年产权的“神回
复”，不只是“言语不当”，不能以娱乐心
态消遣，国土部应该介入调查并且给公
众一个说法。□盛翔

40年产权“神回复”背后的真问题
养老金并轨不能任由人社部频言“终将”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近日表示：目前正在抓
紧研究养老保险顶层设计方案，将在适当的时
候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积极推动养老“双
轨制”所导致的不合理差距问题的解决。制度
的最终统一，也就是“并轨”，这个大方向是明确
的。“并轨”并不是简单地把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制度“并入”企业养老保险制度，而是朝着一个
共同的方向改革和推进，最终取消“双轨制”。

尹蔚民部长的此番回应，与日前该部副部长
胡晓义对备受公众诟病的养老金“双轨”的表态如
出一辙。只是胡晓义说得稍细点，并抛出了一个

“防震论”：养老金制度的最终是“并轨”，这个大方
向是明确的。实际的推进，要考虑机关事业单位
现行退休养老制度已实行60多年，对这类“老制
度”进行彻底改革，必须是循序渐进的，才能实现
制度的平稳过渡，减少社会震荡。

好一个仍在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初企业
职工自缴社保金以来，特别是9年前广大企业职工
明显感到养老金落差时，纷纷批评，人社部研究9
年后，至今仍处研究状态。试问，啥时才能完成并
轨的顶层设计方案？啥时才开始广泛征求社会各
界意见？好一个“防震”！当年说干立干、不留悬
念，一纸冰冷的红头文件就让数千万企业职工自
缴社保时，怎么没见人想到过“社会震荡”？

一年复一年的各大媒体的民调显示，有超
九成的调查者对养老金双轨制不满，应尽快并
轨。今年2月，也是《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社科
院发布的《2012社会保障绿皮书》，调查显示，近
四成人认为养老金过少。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
养老金最低 200 元，最高 1 万元。参保退休者
中，75.4%的老人养老金低于2000元，92.3%的机
关事业单位退休老人养老金高于4000元，并且
无一低于2000元。

在我的印象中，尹蔚民和胡晓义，关于“双
轨制”终将合并统一的提法，已有N次。但每次
说过之后，鲜见真正有效的实质推进。触及自
身利益就“一拖、二扛、三放黄”。当年企业就开
始缴养老保险，20多年过去为何机关事业单位
的职工不跟进？在增加自身利益时却像脚底抹
油一般跑得飞快，比如住房公积金，不照样是

“今天酝酿、明天就到账”了吗？□周明华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面前，而你
在低头看手机。”这句网友的笑谈，无疑将现实
生活中一个庞大而容易忽视的群体——“手机
奴”，形容得惟妙惟肖。全球最大传播集团
WPP公布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许多中国人自
清晨至深夜一天都有手机相伴，“手机依赖症”
已经成为社会“流行病”。

谁都无法否认，手机的“进化”速度，超过
了史上任何一种生物。当它从最开始出现时
的通讯工具变成了集通讯、娱乐、交际等为一
体的“个人终端”，在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
了莫大便利的同时，也隐隐暴露出令人不安的
一面。在一些悲观者看来，人类已经日益成为
自己所发明工具的奴隶——机奴。而随着现
代人对手机依赖心理的增加，原来正常的人际
关系，也被“人机关系”所取代。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沉迷于自己的手机
世界里乐不思蜀，是有现实原因的。比如生活
压力大，缺少精神寄托等，都会让人依赖虚拟
空间，让人愿意在一个虚拟社会中重塑自我认
同，躲避现实压力，寻找心灵慰藉。尽管这其
中有积极的一面，但我们终究是生活在现实世
界中的，我们的工作、事业、生活，都需要和现实
中的人打交道；需要处理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和困难。如果一味沉浸在虚拟世界里无法自
拔，则必然会逐渐把自己封闭起来，和现实世界
隔断了联系，等到需要处理现实中的问题时，人
就会无所适从。这实际上是人的社会能力的一
种退化，它和我们“社会人”的现实身份只会产
生越来越大的罅隙，造成越来越多的冲突。

“手机依赖症”是一种应该被克服的“社会
病”。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不应沉迷于手机
等电子产品，而错失和亲人朋友面对面交流沟
通的机会；不应让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成为

“遗失的美好”，毕竟，“人机关系”永远取代不
了“人际关系”。 □苑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