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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农民工返乡弥补不了城市的愧疚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春运被不少人认为是
当前无解的难题，农民工返
乡难似乎也在情理之中。面
对农民工的难处，深圳市没
有袖手旁观，今年继续开展
了“免费送劳务工平安返
乡”的活动，春运首日就让
一千多名农民工踏上了归
程。

这样的活动简直是雪
中送炭，农民工的喜悦之情
更是溢于言表。但是相对于
巨大的运力缺口，目前的

“免费返乡”活动犹如杯水
车薪，绝大多数农民工也很
难把返乡的希望寄托于此。

据统计，深圳目前外来
务工人员已经超过 9 4 0万
人，占全市常住人口总数的
67%。按照劳动保障部门往
年的统计大约有一半农民

工留在深圳过年，即便如
此，返乡潮形成的交通压力
依旧是巨大的。“免费返乡”
活动今年也仅能免费运送
3024人，享受不到这个服务
的绝大多数农民工还得“自
谋出路”，他们可能会到售
票窗口前打“持久战”，也可
能会托人帮忙在网上抢票。
实在没办法，一些农民工也
许会骑上摩托顶着寒风回
家，这样的新闻往年已经多
次报道。此时，他们是多么
希望得到类似“免费返乡”
活动的帮助。

很可惜，已经开展到第
五个年头的“免费返乡”活
动仍然停留在小规模上。原
因可能有很多，比如相关部
门人手有限、资金有限，只
能在年关聊表心意，并没有
能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
是，春运买票难的“皮球”都

被踢到了交通部门的脚下，
其他部门往往忽视了自己
的责任和能力。

其实，春运买票难只是
农民工在城市中遇到的比
较集中的一个难题，日常的
一些难题，诸如住房难、就
医难、子女上学难、讨薪难，
几乎每一道难题都像一座
大山横在农民工面前，让他
们感受到在城市“居大不
易”。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平
时的许多难处，很多农民工每
逢过年都要千里迢迢地返回
家乡，寻找感情的温暖。直到
农民工离开之后，很多城市居
民才忽然感到缺少农民工的
城市已是方寸大乱——— 家
中孩子没人带了，外面垃圾
没人打扫了，餐馆吃饭叫不
到服务生了。

农民工过年回乡固然
有乡情难却的原因，但最根

本的原因还在于城市没有
给他们应有的归属感。无论
是被称为新居民，还是被称
为外来务工人员，只要身份
问题解决不了，农民工就很
难享受到城市户籍人口那
样的医疗、养老等公共福
利。他们大多被固定在流水
线上，几乎看不到改善地位的
上升途径。与此同时，一些城
市因为农民工的涌入，得到了
高速的发展。在特区成立之后
的30年，深圳曾创造了GDP

年均25 . 8%的增长奇迹，在
2011年又一跃进入“万亿元
俱乐部”。其间有多少农民
工为这个移民城市贡献了
汗水，已经不可计数。

当很多农民工不得不
离开繁华的城市，开始每年
一次的春运大迁徙时，城市对
他们是有亏欠的。对于农民
工，“十二五”规划已经提出

了同工同酬、户籍转换、就
业培训、权益保障等明确要
求，民政部也出台了促进农
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文件，
这都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
农民工问题进行的制度构
建和政策设计，也是每个城
市应该努力的方向。深圳作
为经济最发达的特区城市，
应该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
即使还不能把更多的农民
工留下来，也应该动员全市
各个职能部门和服务机构
的资源，做好为农民工返乡
的服务。

因为一次规模有限的
“免费返乡”，不少农民工对
城市管理部门表达了感激
之情，这也成了一项春运政
绩登上了媒体版面。但是，
扪心自问的话，深圳恐怕还
不能坦然受之，其他城市更
是心中有愧。

当很多农民工不得不离开繁华的城市，开始每年一次的春运大迁徙时，城市对他们是有亏欠的。深圳作

为经济最发达的特区城市，应该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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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日前，一则“浙江温岭
警车为领导自行车开道”的
新闻引起了广泛关注。报道
称，在温岭的“公共自行车
启动仪式”上，市领导和与
会人员一起，骑上崭新的公
共自行车做宣传。但领导的
自行车队前面，有十辆警用
摩托开道。据此，有人认为
此举有作秀耍官威的嫌疑。
而温岭市委宣传部回应，

“警车开道”只是为了交通
畅通。

为市民配置公共自行
车，既可以为市民提供方
便，又能够节能减排，是典
型的绿色惠民工程。官员身
体力行地对此进行宣传，出
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是否一
定要用“警车开道”的方式
以示隆重，值得商榷。

通常来说，“警车开道”
的作用，或者是为了宣示威
仪，或者是出于工作需要，
保证交通上的畅通便利。而
温岭的这次公共自行车宣
传活动，从动机上看确实没
有任何动用警车的必要。

首先，官员选择骑乘公
共自行车，目的正是为了淡
化自己的职务标签，以普通
百姓的身份出现，营造出一
种和谐的“亲民气氛”。但
是，自行车队前面齐整的警
车和闪亮的警灯，令这种愿
望彻底化为泡影。如此严整
的仪仗和排场，相当于给骑
车人贴上了一张“活名片”，
立时甄别出官民之间的差
异，着意营造出的“亲民气
氛”也根本无从谈起。

退一步讲，即便警车开
道的确是为了“保持交通畅

通”，那么这种利用公权得
来的“畅通”，也显得过于做
作。骑着自行车的官员，并
不急于处理公务，为什么就
不能和市民一起公平地共
享路权呢？警车开道之下，
领导眼前的交通倒是畅通
了，但周边的交通或许会因
此增加压力。当心急火燎的
市民扶着车把，看到领导从
自己面前悠闲地骑车经过
的时候，双方的隔膜恐怕会
加深了。

事事讲究排场，处处注
重声势，向来是形式主义的

流弊。官员骑自行车推行惠
民工程本来是好事，但一味
地套用“警车开道”的阵仗，
反而扭曲了“惠民利民”的
初衷，显得过犹不及，无论
如何也难以避免“摆谱作
秀”的猜测。

所以，真正的“惠民工
程”，硬件设施的建设完善
必不可少，“软件”上的进步
也同样重要。如果官员能在
为政的过程中，少端自己的
架子，多考虑民众的感受，

“惠民工程”将更能落到大
家的心坎儿里。

对领导干部而言，写文
章要能写到点子上，说话要
能说到百姓心坎儿里，做工
作要落到实处。那些写不
了、说不了、做不了的“三不
了”干部，对党和人民的事
业危害不小。

——— 陕西省神木县委
书记雷正西

现在中小企业遇到了三
个大难题，资金难、人才难、
订单难，千万别在这时候搞
扩张，要做好准备等冬天过
去，熬过去了市场就是你的。

——— 清华大学经济学
教授韩秀云

公平和公正是不能单
纯依靠技术来解决的，也需
要科学研究，而不能理想化
和浪漫化。网络是公平的，
但是上网的机会是不公平
的，网络购票优先在票源紧
张的情况下，无疑会使不习
惯上网的人买票更难。

——— 复旦大学历史系
教授顾晓鸣

解决公不公的问题，必
然触及现有的利益格局，触
及一些既得利益群体，这是
改革的难点所在。但我国处
于社会转型时期，理顺收入
分配秩序、建立和完善公平
合理的分配制度是发展方
向，不下决心触及现有的利
益格局，为国家长治久安解
决好分配问题，就会造成问
题的积累，而且哪个社会阶
层都不满意。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所
长李培林

从国内经济来看，受国
际经济形势影响，出口增速
有所放缓，经济增长下行压
力明显增大。同时，影响物
价上涨的因素仍然较多。这
些问题相互交织和叠加，使
宏观调控面临更多“两难”
选择。

——— 中国人民银行行
长周小川

明年以及未来相当长
一段时期内，经济形势复杂
严峻，我们要有全面深刻的
认识，做好应对更大困难和
挑战的准备。

——— 国务院国资委主
任、党组书记王勇

“警车开道”扭曲了惠民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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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著精神难能可贵

编辑：你好！
看了1月9日《60岁张善

学三进研究生考场》的报道
后，深深地被张善学老人执
著的精神所感动，60岁的老
人在两次失利的情况下，并
没 有 放 弃 ，毅 然 第 三 次 走
进 研 究 生 考 场 ，执 著 的 精
神难能可贵。人老了，记忆
力也随之老矣。但是，张善
学老人想了种种办法来弥补
自己的不足。为了心中的理

想，张善学老人仍然坚持自
己的信念。这难道不值得我
们年轻人学习吗？

读者 张德刚

冻烂的白菜让人揪心

编辑：你好！
1月9日贵报《白菜“卖不

起”，大片烂地里》，报道了烟
台牟平区姜格庄镇下雨村的
大片白菜没人收，已经冻烂
在雪地里。从图片上看见一
棵棵白菜被冻烂，实在令人
心疼。

白菜冻烂在地里，并不
是菜农富得流油，不在乎这
些菜的损失，而是菜价太低；
也不是市场中的白菜已饱
和，至今还有不少学校、民工
食堂需要大量白菜，还有一
些困难家庭要靠捡拾遗弃的
菜叶生活。让好端端的白菜
浪费掉，作为市民，我们也于
心不忍。菜贱伤农，责任不在
市场。一边吃不上菜，另一边
让菜烂在地里，矛盾也不能
全归咎于市场。正确引导及
时疏导合理协调，可以避免
本不应该发生的白菜“卖不

起”。希望这样的一幕不再重
演。

读者 吴敏

拆迁最应讲实际

编辑：你好！
看了贵报1月8日报道的

记者体验拆迁的新闻，对于
贵报记者提出的“应制定最
实际的解决思路”解决拆迁
的观点，深表赞同。

拆迁工作涉及的面广而
杂，特别是这涉及到搬迁户
的最根本利益，处理起来更

需慎之又慎。而要解决搬迁
问题，并不是简单宣讲政策
就可以解决的，最根本的就
是要拿出最实际的解决思
路，而这个思路的关键点就
是要多站在搬迁户的角度去
考虑问题，只有如此才能尽
快完成搬迁。

其实 ，不 但 是 搬 迁 工
作 ，所 有 涉及民 生 的 问 题
都应该拿出“最实际的解决
思路”，否则即使现在解决
了，也难保以后不会出什么
纰漏。

读者 房茂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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