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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五年未加薪”肯定不是“合理差距”

□本报评论员 吴华伟

17日，温家宝总理在国
务院常务会议上表示，将在
今年四季度出台收入分配制
度总体改革方案。有关收入
分配改革的话题总会牵动民
众的敏感神经，我们希望将
要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能 成 为 缓 解 民 众“ 贫 富 分
化”、“收入差距扩大”焦虑的
一剂良药。

收入允许存在合理差
距，这是世界上所有市场经济
国家的基本特征。而我们当前
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差距之大
已经超出了大多数普通民众
的承受力。据皮尤公司最新的
一项调查表明，有超过八成的
中国人认同“中国正变得富
人更富、穷人更穷”。

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
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可能
有多种原因，但最容易让民众
不满、引发社会贫富焦虑的恐
怕还是机会不平等。所谓机会
不平等，主要是指由于体制漏
洞或者人为因素设置障碍，造
成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在竞
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与由于
天赋、能力、机遇造成的收入
差距不同，这种不平等给人
们造成的不公平感更强，更

容易引发人们的不满情绪。
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

机会不平等大量存在。比如
农民在就业、收入分配以及
公共产品共享方面存在的歧
视性待遇，一些垄断行业、国
有企业所获利润的大部分转
化成了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
福利等。这些情况的存在，使
得一些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
较慢，与社会上一些占有优
势地位的群体有很大差距。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最新
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
报告》称，“十一五”期间，上
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
2005年的29 . 1万元增加到2010

年的66 . 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
18 . 1%，而职工平均工资10年
间只增长了3万元，甚至有两
成的职工5年之内从未涨工
资。差距之大，令人震惊。

与改变人的天赋、能力，
甚至通过绝对平均再分配相

比，从机会平等入手来缩小
收入差距更具可行性，也更
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收入分配改革牵涉到社
会的方方面面，很难在短时
间内彻底解决，但实现机会
平等应该是这一改革的主要
内容和目标。每一个中国人
都有自己的中国梦，都想通
过诚实劳动追求幸福生活，
而机会的平等、起点的公平
则是这个中国梦的前提。

与改变人的天赋、能力，甚至通过绝对平均再分配相比，从机会平等入手来缩小收入差距更具可行性，也更符合中国的的实际情况。

《黑龙江省全民义务植树条例(草案)》规定，适龄公民每
人每年应义务种植三棵树或完成相应劳动量的植树绿化任
务，逾期未完成的，责令缴纳绿化费，并可处应缴纳绿化费两
倍的罚款。

植树是公民的法定义务，而为植树创造必要条件则是政
府的义务，这个条件至少包括有树可植、有地方植树两方面。
前者大概能够解决，后者解决起来恐没那么容易。政府不提
供植树的地方，却要求民众履行植树义务，没完成任务就要
罚款，很明显，这是憋着劲要掏民众的腰包，为地方政府创
收。 晏扬/文

植树莫成创收

勾犇/画

事件观

□王传涛

随着陕西省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原局长杨达才
的相关新闻的推进，申请
公开杨达才工资的三峡大
学经管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大二学生刘艳峰也逐渐被
公众所认识。如今，杨达才
已经被相关部门立案调查，
刘艳峰的目标却仍然没有实
现。刘艳峰说，现在社会比较
大的问题，就是敢做“出头
鸟”的人太少了。(10月18日

《中国青年报》)

刘艳峰在接受采访
时，说了一句特别让我感
到佩服的话：“对于我们每

一个人来说，不要总把让
社会变好的责任推到别人
身上。法律赋予的权利，不
能放在那儿就完事了，而
应该用它，用自己的行动
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社会
状况。”在笔者看来，刘艳
峰具有一般大学生甚至是
市民所没有的魄力和勇
气，他是一位明白自己权
利和义务并勇于付诸行动
的公民。

杨达才的工资以及其
他收入，并非与我们无关。
一者，杨达才的工资直接
来源于公共财政，而公共
财政基本来源于纳税人；
二者，杨达才的非法收入，

包括他的每一块表，都可
能涉及权力腐败，这更与
我们息息相关。关心杨达
才的收入是在行使公民的
权利，但我们并没有像刘
艳峰那样去管一管这个

“闲事”，而是选择做“沉默
的大多数”，我们应该为此
感到汗颜。

继刘艳峰之后，重庆
工商大学学生申请公开福
建交通厅厅长李德金的工
资，南京邮电大学学生申
请公开广州城管局番禺分
局政委蔡彬的工资。这些
敢做“出头鸟”的大学生给
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公
民课”。

□汤嘉琛

近日，湖北勋西县街
头一座“涉黄”雕塑灯引发
网友围观。这座名为《性的
写意》的雕塑灯，由一对倒
置拥吻的裸身男女组成，
且裸女的胸部和臀部极其
夸张。勋西县文体局表示，
雕塑灯是该县首届祈福灯
展的一部分，作品以夸张
的艺术手法表现了浪漫的
爱情，或将在勋西七夕艺
术作品展览馆永久保存。

雕塑灯与浪漫爱情有
何关系姑且不论，单说这
个另类雕塑灯给人的视觉
观感，显然称不上赏心悦
目。检索媒体报道可知，近
年间有不少公共景观都因
造型低俗或格调不高而招

致非议。几天前，苏州金鸡
湖畔一排形似裸女的椅
子，就因在网上引发争议
而被移走；不久前，郑州中
原福塔前的一尊“孝顺石
猪”雕像，也因造型太“流
氓”而遭调侃。

单从艺术创作的角度
而言，这些另类公共景观
并不一定不好，如果放在
私人空间或特定的展览现
场，它们或许确有一定的
艺术价值。但现在的问题
是，将这些非常小众、前卫
的作品放置到公共空间，
是否会因为冲击了多数普
通公众的审美习惯而引发
争议？如果公共景观不能
给人美的享受，不能提振
整个城市的文化格调，反
而激起一些庸俗、恶俗的

联想，是否也算是另一种
形式的“视觉污染”？

另类公共景观屡屡引发
争议，折射的其实是当前社
会混乱的审美观。与此相类
似的，是近年间造型各异的
城市地标建筑，无论是北京
的“大裤衩”、苏州的“秋裤
门”，还是沈阳的“黄金版大
裤衩”，在带给人们视觉冲击
的同时，也会带给人们不少
困惑。

混乱的审美观“破坏”
城市美感，深层次的原因
在于，公众在相关决策中缺
乏话语权，个别地方官员、设
计者的私人品味甚至恶趣
味，强行变成了公共品味。要
让公共空间的审美变得正
常一点，不妨从最大限度
地尊重民意做起。

“涉黄”雕塑灯折射混乱审美观

“出头鸟”给我们上了堂“公民课”

福建“表叔”

没人查？
与陕西“表叔”杨达才一

样，福建“表叔”李德金手戴
50000元雷达镶钻手表、腰系
15000元爱马仕皮带一事亦是
经由网络曝光。但福建“表叔”
究竟有没有问题，目前还没有
任何单位和个人出面说明情
况。

如果福建“表叔”事件最
终不了了之，那么将形成极坏

的示范：从此以后，再不会有
政府部门拿网民提供的线索
当回事；从此以后，再不会有
地方政府“傻”到真去根据网
友爆料揪出贪腐官员；从此以
后，“沉默是金”将成为法宝和
信条。(据《晶报》社论)

珍视那份

“乡土情怀医者心”
最近有媒体报道称，不少

村医迫于生计，已无奈改行。
近些年，农村卫生室和城

市社区医院的建设，使医疗服
务体系的结构和层级得到理
顺。然而，要真正破解“看病
难”，还取决于资金、设备、技
术、人才等的投入，其中的一
个核心则是留住人才。要稳定
和壮大这支庞大的基层医疗
队伍，就应努力满足他们的基
本需要和诉求，不能辜负了他
们的乡土情怀医者心。(据《人
民日报》，作者：陈家兴)

A02

规则明确才能打破“公招”质疑
□舒锐

去年9月，某考生报考福
建省委办公厅，在笔试、面试
环节中都取得第一名，却被
电话告知因性格原因不予录
用。17日下午，福建省委办公
厅、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对此
作出解释，称未在考察环节
中发现问题，该处理方式符
合规定。(10月18日《京华时
报》)

这一事件之所以在事
发一年后还被人提起，恐
怕至少有以下原因。

首先，虽然国家及各
省公务员考试录用公告均
无一例外地规定了考察环
节，但一般都只有笼统规
定，并没有细化的程序和
标准。同时，以往的招录
中，考察往往只是走过场，

很多公众、考生都将通过
体检和考上公务员相等
同，突然出现一个因考察
不 合 格 而 被 淘 汰 的“ 状
元”，自然引人关注。

其次，不合格的考察
结果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
理由。用人单位面对质疑
时闪烁其辞，第一次是说
考生有作风问题，第二次
又说是“性格不合适”，这
本身就容易让公众觉得里
面存在猫腻。另外，“性格”
这个标准未免过于主观。
一方面，很难说怎样的性
格就和所招录的职位相匹
配；另一方面，一个人的性
格往往复杂、多面，用人单
位仅通过一两次谈话，就
仓促地对考生性格作出结
论，更有失妥当。

最后，现行公务员招

录职位表中对职位的情况
表述极为有限，只有简单
的学历、工作年限等硬性
要求，考生难以衡量自身
与岗位的匹配性。这不仅
可能造成考生考上不合适
的岗位、单位招到不合适
的人，还给考察环节留下
被质疑的隐患。

在今后的“公招”中，
要打破被质疑的怪圈，就
必须提前制定好公正、明
确的规则，将岗位的各种
匹配要求及考察环节的具
体标准予以明晰。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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