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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调查

11 月 30 日早晨 7 点，青岛市
四方区周口路上的康居公寓廉租
房大院里，几百人在寒风中跺着
脚缩着身子，等待选房的这一刻。

这是入冬以来青岛最冷的一
个早晨，零下三度，319 户四方区
贫困家庭，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
一套房子做最后的冲刺，申报、审
核、摇号，直到当天选房。

保障房建设，青岛一直走在
全国前列。2011 年，是青岛市实施
第二个住房保障发展规划的开局
之年。根据规划，市区每年计划建
设保障性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不
少于 20000 套，其中有 5000 套廉
租房，在建设高峰后的第一个廉
租房申请审核期，许多困难家庭
都希望搭上这次政策的顺风车。

户籍、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
入、人均住房面积……这些保障
公平的“准入标准”，有时也成为
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半个月前，济南爆出一名廉
租户因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超
标十几元可能面临退房的消息，
这让在康居公寓现场选房的廉租
房申请户担心，即使今天选上房
子，也可能因为明天收入超标而
挪窝。“超多少算超啊？现在菜也
涨钱，肉也涨钱，一个学生一天的
餐费就要 8 块钱，又是车费，又是
书费，收入再涨个百十块钱，能说
明啥？”选房户宋永涛的妻子说。

这一消息，也引发了建立健

全保障房退出机制的呼声。在现
有保障房体制下，保护最低收入
群体的资源相对短缺，退出机制
如何实现公平合理，成为每个城
市新的保障课题。

随后，从青岛传来消息，青岛
市四方区有 60 多户廉租户因收
入超标而退出廉租房，转入公租
房。这些家庭超出的数额从几十
元到几百元不等。青岛市住保中
心工作人员称，这些超标户不用
退房，直接按公租房的房租价格
交钱就可以了。

这样的“退出机制”，看似化
解了目前普遍存在的廉租户“退
房难”问题，但换个角度说，一套
50平方米左右的廉租房，每月租
金40元左右，改为公租房以后，以
山东首个大型公租房小区青岛市
河马石公租房小区为例，月租金
将近700元，是廉租房花费的将近
20倍。因为超标十几元，每年就要
多花近8000元，而这十几元收入
差距，一个CPI指数就能轻易抵
消。

症结直指廉租房的资源稀缺。
在康居公寓选房现场，每当工作人
员在空白的房号上贴上一个名字，
立刻会引来几十双眼睛的注视，然
后是一阵议论，或是一声叹息。

保障房覆盖率偏低，是目前
的中国国情。在合肥，当地房管部
门表示，廉租房的覆盖率有望达
到 3%，而青岛实物配租和货币配

租的廉租房覆盖率目前已经达到
了 6% ，但更多的困难户期待，廉
租房“门槛”再低一些。

“生活越困难，打分越高，越
能排在前面。”青岛市四方区住保
中心的李工程师说，即便这样，这
些困难户还得分三六九等：残疾
人、孤寡老人、双失业职工、低保
户、无房户，这些“硬件”，能在关
键时刻决定谁先选房。

李工程师说，即使这次分不
到，位于四方区的贫困户还是幸
福的，因为康居公寓后面还在兴
建新的廉租房小区，而且专供四
方区困难家庭。

青岛市这个在建户数最大的
廉租房小区能够容纳 1900 多户，
目前已入住 1380 户，这种规模和
效率，在青岛还是第一次。

“廉租房是市内各区分别统
筹，四方区盖的廉租房多，这个区
的老百姓就得实惠，市南区地皮
贵，廉租房少，就很难申请到。”李
工程师说。

“四方区的困难户比市南区
的困难户幸福啊！”青岛一家媒体
的记者黄飞打趣说。

面对这种已经具体到区的
“户籍门槛”，青岛市住保中心工
作人员颜浩解释，虽然各区都要
完成廉租房建设任务，但市南区
地皮较贵，廉租房只能分散在若
干个项目中配建，一个指标要几
年才能完成，而四方区一个康居

公寓就提前完成了几年的建设指
标，相当于四方区的贫困户可以
提前享受到廉租房。“这种情况，
只能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走。”

但不管怎么说，随着社会财富
的增加，保障房的“门槛”在一点点
降低，比如在北京，从 12 月 1 日
起，在京的外地人也可申请公租房
了，针对外地人的“户籍门槛”被打
破。今年，青岛市廉租房准入条件
大幅放宽，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不超过 13 平方米(以前是 10 平方
米)、人均月收入不超过 760 元(以
前是 610 元)的新标准，让很多低
收入者有机会分到“蛋糕”。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副教授、专门研究收入分配的学
者胡建国指出，由于保障性住房
的供需紧张，政府设立苛刻的准
入门槛和程序，可能会减少一些
人钻政策的漏洞，但从公平的本
质来理解，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
住有所居是基本权利，机会均等
是正当的要求，政府在分配资源
时应加大资源的投入，而不能仅
仅设置“门槛”，限制这类人群的
权利与机会。

又到年底，廉租户资格年审
时，在政策设计方面，如何考虑政
策的弹性，如何避免“一刀切”？如
何确保这场面向弱势群体的社会
资源分配能够更广泛、更公平，许
许多多的问题，等待着政策制定
者和执行者在实践中给出答案。

门门门槛槛槛 之之之痒痒痒
廉租房超标十几元引发的分配难题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为什么超标十
元就不能享受廉租
房待遇？

为什么青岛四
方区的无房户比市
南 区 的 无 房 户 幸
福？

为什么在同一
个社区，吃了低保
就 不 能 申 请 廉 租
房？

保障房建设，
青 岛 一 直 走 在 前
头。年底，青岛的廉
租户又面临每年一
度的“大考”——— 资
格审查。在不断放
宽的廉租房“门槛”
下，在重重的审核
标准中，在资源稀
缺的现实矛盾中，
在保障政策不断向

“夹心层”扩展的趋
势下，廉租房的分
配如何在制度设计
上 更 加 合 理 而 有
效，以确保这一“蛋
糕”优先满足最困
难、最有需要的人
群。

▲▲1111月月3300日日早早晨晨77点点，，青青岛岛
市市四四方方区区周周口口路路上上的的康康居居公公寓寓
廉廉租租房房选选房房现现场场。。

11 月 30 日，网友“彬彬爱疯狂”发
布微博，“ 12 月 3 日去肥城购买爱心大
白菜，帮助菜农分担困难，然后将部分
爱心白菜送去儿童福利院，费用自理，
有想参加的请联系我。”

现如今，类似的自发式购买“爱
心菜”活动，已经成为很多车友会、论
坛网友的常态。老济南徐金敏每每看
到类似的新闻，总会感慨历史有很多
巧合，很多年前，类似的助农情况，叫
做“爱国菜”。

时光不过从徐老面前流转了 30

年，带有“爱”字的白菜就有了两个不
同的定义。与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爱
国菜”相比，“爱心菜”尽管更多发自民
间和媒体，却有着延续性。

“那个时候，没有大棚。”徐老说，白
菜收于秋末冬初，负责支撑整个冬天的
蔬菜供应，家家户户都有抢白菜储存白
菜的经历。

徐老印象里，11 月初，各区县蔬菜

公司的工作人员走遍菜地去给白菜分
级定价，然后上亿公斤大白菜要在十
几天时间内完成从产地砍收到运往全
市各处销售的整个过程，所有白菜必
须赶在每年 11 月中旬初霜之前就由市

民买回去分散贮存，否则大白菜一冻，百
姓一冬天就没菜吃了。

买菜，就像打仗一样。
“一到深夜，城市的街道上就塞满

了运菜的卡车、拖拉机、马车。从深夜
到凌晨，交通部门要保证运输的通畅，
就像现在奥运会的专用道一样。”徐老
回忆，到了白天，菜店的员工一刻不停
地在磅秤边搬运着白菜，把它们按等
级卖给排队等候的市民。

每一个菜店和临时售菜点都人头
攒动，用帽子、大衣、围巾、口罩把自己
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男女老少，怀揣着
副食本，在街头排成一条条蜿蜒的长
队，缓缓向前蠕动。

大白菜买回家，还要晒太阳，把最
外层的菜帮晒干。徐老说那场面极其
壮观：家家户户平房门外、窗台上、墙
根处、空地里……所有能够见到阳光
的地方都立着一棵棵大白菜。

“这种状况持续到上世纪 80 年代

末，菜价逐步放开，供应也多了起来，
大概是 1989 年吧，第一次出现了白菜
卖不出去的情况。”当时的大白菜有着
非常神气的别名，在遍布济南大街小
巷的菜店里，堆满了新鲜的大白菜，报
纸电视也宣传让大家买菜，说那叫“爱
国菜”。

媒体都开动起来，电台里播着“清早
起来吃白菜，晚上回来白菜吃”，报纸上连
载“佛手白菜”、“荷花白菜”、“糖醋白菜”、

“蒸酸白菜”、“烧熘白菜”等各种新奇的做
法。

那一次大白菜滞销危机，在行政力
量干预下得以渡过。当时的人们并没有
意识到，这一场全民买“爱国菜”的运
动，恰好是大白菜地位变化的一条分水
岭。

从那以后，储存白菜成了历史，大路
菜滞销则成了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发生的
新闻。

经过 20 多年的演变，带有计划经济
时代色彩的“爱国菜”变成了如今的“爱心
菜”。依靠网络和媒体，经过成千上万次转
发、报道，形成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有爱
心的人们去买菜。哪怕买来后吃不了，还
是要买，谁让它有一个“爱”字呢！

从“爱国菜”到“爱心菜”
本报记者 张子森

与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爱国
菜”相比，“爱心菜”尽管更多发自
民间和媒体，却有着延续性。

听上去很美的农超对接，显然不足
以解决全部问题，建立蔬菜储备制度呼
声渐起。

今年 2 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农业部和商务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建
立北方大城市冬春蔬菜储备制度的通
知》，要求东北、西北、华北地区城区人口
100 万以上的城市，按照政府补贴委托、
企业市场化运作方式，研究建立冬春蔬菜
储备制度，要把出现滞销的大白菜、土豆、
洋葱等作为优先储备品种。

但这一储备制度在农业部门专家
看来，无论从储备还是保证种植户积极
性方面，都缺少必要的政策支持和财政
补贴。

即使已经建成蔬菜储备库的城市，
目的也是缓解本地蔬菜供应矛盾，并非
解决“卖难”的问题。山东省商务厅市场
运行调节处副处长郭宏伟介绍，冬春蔬
菜储备制度是“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的
组成部分，由各城市政府负责实施，但
财政上没有资金投入。

济南长清归德镇万庄村是济南市
政府划定的一处蔬菜储备基地，但在实
施过程中，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村支书
万克敏面前：“存几十吨甚至上百吨土
豆、洋葱没问题，但如果蔬菜供应一直
很好，碰不到恶劣天气，这些菜长期存
在库里，不烂吗？不发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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