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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时评

赶上了文化发展的“史上最好
时期”，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文化“成
长的烦恼”，在人民出版社近日推出
的《文化热点面对面》一书中，文化
部部长蔡武直指要害，行政权力对
艺术的发展不要过多干预，才能促
使文艺大师的涌现。（3月24日《京
华时报》）

从新闻上看，文化部长对于行
政权力不应过于干预艺术颇为认
可，这表明在如何创造条件孕育大
师方面，其实官方与民间并无过多
分歧，只是就现实而言，从认识到实
践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钱学森弥
留之际留下的追问——中国为什么
难以诞生大师，见诸公共舆论场已
有数年，相关文化领域的配套改革
仍拘泥不前，这表明在文化领域想
要进行改革，除了需要突破观念性
障碍取得更多共识外，还需要更加
大胆地突破既得利益障碍。

当然，文化高雅而高贵，说其存
在利益障碍，一时恐难令人接受。但
当这个社会的经济机制全盘进入市
场经济后，文化领域事实上很难孤芳
自赏，自成体系。它必然要按市场经
济的规律出牌，只是由于文化管理体
系并未跟上时代步伐，在新经济体系
下所产生的文化利润，容易激化管理
者的异变情绪，孕育出权力与文化的
暧昧怪胎，助长部门利益的生存空
间，这就使得少数文化管理者很难
有主动放下行政审批权的勇气。

破除这样的利益障碍，必须理
清权力与文化的关系。按照制度文

明的概念，权力之于文化的关系，不
应是高高在上的管理与被管理，而
应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一年两
万首歌曲，脍炙人口的寥寥无几。
数以万计的文化节目，能走出去的
屈指可数。文化高产低质的背后，
是市场对选题的跟风，更是市场围
绕权力指挥棒的结果。欲从文化高
产大国成为真正的文化大国，需要
相关层面有更多的文化自信，斩断
权力与文化的暧昧纠葛，推动行政
权力回归服务者角色，为文化的繁
荣搞好服务，创造更多的利好条
件。比如“将政府的评奖压缩到最
低限度”、“积极推动国家文化荣誉
制度出台”等。

权力对文化进行管理是必要
的，只是这种管理应该建有权力清
单，有章可循，公开透明。当行政权
力处于自我魅化的状态时，破除利
益障碍是艰难的，因为信息不对等，
对于来自权力的干预，普通人很难
进行是否符合程序的判断。只有文
化市场主体，知道哪些权力属于哪
些部门，哪些能管，哪些不能管，其
对于权力的过多干预，才能形成一
种有效的监督力量，才能使那些假

“正义”之名谋个人私利者难以遁
形，而这必然改变目前依靠模仿跟
风成功选题探知底线的局面，自然
会激活文化创造热情，推动文化的
繁荣。也就是文化部长蔡武所说，

“标准定好了，观念转变了，文化艺
术的大师就在眼前”。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孕育大师土壤须突破利益障碍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

平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
示，将通过建立居民制实现
市民化。国家将以居住证为
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挂
钩，稳步推进城镇的义务教
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
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
服务，并使这五大公共服务
覆盖城镇常住人口。（3月24
日《新京报》）

居住证制度是户籍改革
的内容之一，最早在广州、
上 海 等 大 城 市 试 点 ，2010
年 5 月 27 日国务院转发了
国家发改委《关于 2010 年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
作的意见》，首次提出在全
国 范 围 内 实 行 居 住 证 制
度。随后，深圳、北京等一
批大城市相继施行。

然而，居住证制度不等
于城市户口，取得了居住证
可享受一个城市工作生活的
某些便利，但不能完全享受
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的公
共服务，仍然是过渡时期的
权宜之计。不少的城市，将
居住证制度与积分入户结合
起来，作为城市提供公共资
源的依据，而持有居住证是
获取积分的一个前提。显
然，一个外来人口想要成为
城市的居民，需要跨过两个
门槛，更需要闯过更多的条

件壁垒。
如《上海居住证积分办

法》第三条规定，《居住证》积
分制度是通过设置积分指标
体系，对在本市合法稳定居
住和合法稳定就业的《居住
证》持有人进行积分，将其个
人情况和实际贡献转化为相
应的分值。积分达到标准分
值的，可以享受相应的公共
服务待遇。

这些规定，意味着城市
对市民化有着苛刻条件的选
择，说得不好听点，就是“高
知、高收入群体”的城市化。
比如新莞人子女积分入学的
两项主要指标是父母的学
历、职称的高低。这些群体
对城市的贡献足以买单城市
公共资源的增量，而绝大部
分处于产业一线、服务业等
低收入群体被挡在了市民化
的大门之外。

不能不说，当下的城市
化是嫌贫爱富的城市化，也
是城市“零付出”的城市化，
这也是户籍城市37%与常住
人口城市化53%差别的根源
所在。城市化不仅是选择性
的吸纳，更是包容性的反
哺。相比较而言，城市在反
哺方面做得很不够，城市在
吸纳大量外来人口创造大量
社会财富的同时，并没有将
部分财富用以解决对称承载

的公共服务建设，而是因袭
了“摊大饼”式扩张的路途，
浪费了不少的公共财力。

以人为本的城市化面临
的根本难题只有一点，那就
是公共投入的成本由谁来买
单，而城市缺少足够的意愿，
始终都是问题的关键。理论
上讲，发改委提出的“以居
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
条件挂钩，逐步实现市民
化 ”，可 以 视 作 城 市 化 的

“路径图”，一方面正视了
城市化资源供给的瓶颈，有
计划地分批解决；另一方面
简化条件，以年限作为基本
标准，可以最大限度确保

“机会公平”。而关键是来
自顶层的设计，如何能够内
化成城市的动力？

毫无疑问，城市化在强
化顶层设计，打破户籍壁垒，
简化入户条件，促进流动的
制度公平的同时，还需要一
个不以城市意志为转移的倒
逼投入机制，如加大社会保
障国家层面的统筹力度，打
破教育的城市樊篱，健全社
会福利，推进公共服务社会
化，运用税费、补贴的分配手
段和市场供给的调节手段，
通过无形的手来配置城市化
公共资源，让“居住年限”真
正成为市民化的“班车”。
□木须虫

“居住年限”如何成为市民化的“班车”？

■街谈

西安市领导干部如果执政期间
所辖地区发生严重生态污染问题，
即使离任了也将承担责任。西安市
政府日前召开的经济体制和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会议透露，西安
今后将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
产离任审计。根据改革方案，西安市
将研究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
追究制。 (3月24日新华社)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并非新的制度创设。于此方
面，上层决策早有针对性表述。而
西安的最新尝试，不过是将自上而
下的宏观部署，加以落实和具象而
已。然而遗憾之处在于，透过西安
市府只言片语的陈述，公众仍旧未
能窥见更多的操作细节。当然,我
们对于此类正在发育、尚未成型的
制度，应抱有足够耐心。一旦其真
正健全，势必能对自然资源的保护
产生极大助益。

因决策失误，而导致自然资源
被挥霍、被破坏之事，时有发生。恰
是基于此，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无疑很有必要。
此一机制框架的作用，乃是多方面
的：一来，事前预警，抑制官员盲目
透支环境、超前开发资源的冲动；
二来，事后追责，一改过往“有人破
坏无人补偿”的游戏规则……理论
上，生态环境损害终身追究制，势必
倒逼官员任上更为节制、审慎。

本质上，任何地域性的自然资

源都是公共财产，然而在现实中，其
往往沦为官员的“个人资本”——被
用来刷数据和成绩。很多时候，那
些标榜大手笔、有魄力的资源利用
行为，常常功利而短视。虽能带来
迅速回报，却极大透支了未来的发
展潜力。其实，当有限的自然资源，
没有沿着传承有序、逻辑清晰的思
路来开发，而是任由官员的个体意
志和一时之需主宰，酿成种种悲剧
实在不足为奇。

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
离任审计，虽未有明确的操作方案
公布，但其或将面临的种种阻力，早
可预见。公众普遍存疑的一点是，
由谁发起审计？会否又陷入下级监
督上级的窘境？毕竟，离任官员不
少是获得升迁，由此更凸显了所谓

“审计”的弱势！除此以外，我们同
样疑惑，将以怎样的标准，来评价官
员的资源利用行为？若严谨来看，
其间必然涉及一系列的费效测度、
后果评估等专业运作。

当然，现实语境内的“环境追
责”，或许还仅限制于“发生严重生
态污染”的前提下。问责启动门槛
如此之高、审计执行标准这般宽容，
其实际约束力几何，着实可疑……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凡此种种自
然比过往的“放任自流”局面要合理
得多。只是，若本着最大程度避免
政府行为损害生态环境的考量，所
谓审计和问责，本应更为较真、更加
苛刻才是。□然玉

■个论

3 月 20 日起，中国铁路
总公司自主运营的 12306 火
车售票网站正式开售打折
火车票，截至目前已有 556
个车次的部分空闲车票可
享受折扣优惠。据中国铁
路客户服务中心的公告显
示 ，2014 年 3 月 20 日 至 12
月 31 日期间(9 月 30 日至 10
月 7 日除外)始发的部分旅
客列车末端空闲卧铺执行
优惠票价，此次优惠涉及全
国范围内 556个车次。(3月
24日《财经》)

中国铁路 公 司 对 国 内
556 个车次的卧铺，实行车
票打折，幅度之大，车次之
多，不仅意味着铁老大开
始低下高昂的头颅，放下
身段走市场化道路，也体
现出铁路部门开始打低廉
票价牌来吸引乘客，避免
过高的空驶率。作为一名
普通老百姓，应当给铁老
大点个“大赞”。

按照此次优惠政策，200
公里内硬卧优惠票价按照
该次列车对应硬座票价的
170%计算，软卧优惠票价
按照该次列车对应硬座票
价的 270%计算。200 公里
至 400 公里间硬卧优惠票
价按照该次列车对应硬座
票价的 158%计算，软卧优
惠票价按照该次列车对应

硬座票价的 258%计算。对
此，有网友算了一笔账，以
K484 昆明至广州为例，这
趟列车的优惠区段为“茂
名东——广州”，硬卧原来
全价为 104.5 元，打折后（即
按对应硬座票价的 158%计
算），买这段路的硬卧优惠
票价为 84.5 元，而汽车票则
是 120 元。两者相比，乘客
无疑是受益者。

不过，我们在给铁老大
点赞的同时，也应看到，火
车票打折，仅限于特别时
段，特殊座位，个别线路，
不仅对线路整体客流量影
响甚微，也不能体现出铁
老 大 的 诚 意 。 而 反 观 国
外，一些国家的做法很值
得借鉴。譬如，西班牙在
制定浮动票价时，不像我
国铁老大打折一样，依据
淡季旺季或特殊座位，进
行“半市场化”调节。而是
根据市场情况，随时随地、
灵活调价，以不浪费铁路
资 源 和 利 益 最 大 化 为 初
衷。具体点讲，西班牙铁
路票价的浮动幅度极大，
不仅早订晚订不一样，上
班时间和下班时间也不一
样，工作日和周末更不一
样，8 月度假期和圣诞节长
假 期 的 价 格 更 是 全 部 上
浮。反之，节日之后铁路

票价大幅下降，甚至会低
得令人不可思议。正是这
个低价策略让上班族和退
休族，岔开外出时间，区分
出高峰期和低谷期。这样
分制后，西班牙火车几乎
每天满员不空驶，很快让
铁路驶出了财务危机，开
始慢慢赢利。

当然，我国与西班牙的
国情完全不同，无论是经
济发展水平和生活习惯，
还 是 人 口 数 量 都 相 差 很
远，但这并不妨碍中国铁
路学习“西班牙好榜样”。
我 们 可 以 依 据 自 己 的 国
情，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措
施。譬如，把打折票价覆
盖到国内的所有铁路，所
有车次；再如，打折不能局
限于“末端空闲卧铺”，普通
座位也应推出折扣票价；打
折也要像国外那样，尽量细
化一些。比如，紧张线路折
扣小些，空座率过高线路折
扣大些；此外，西班牙针对
中高收入阶层，8 月度假期
和圣诞节长假期的价格全
部上浮，而我国中等以上收
入群体，大都在黄金周和小
长假出行，此期间应实行票
价上浮；在春节期间，由于
主体是农民工，不妨实行全
年铁路最低折扣价等。
□吴睿鸫

给铁老大火车票打折点赞之外还有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