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几天，最让人揪心的莫过
于浙江奉化的一栋发生坍塌的居
民楼。这栋导致1死6伤的楼房在坍
塌之时，还远不到“而立之年”。令
很多人担忧的是，这或许意味着城
市中大量存在并使用着的“80后”、

“90后”楼房，开始进入“质量报复周
期”。

在多数人看来，幸福生活的基
本要素是“安居乐业”，居住房屋的
质量与此息息相关。近年来多起楼
房坍塌事件足以让人警醒：一方
面，“快餐式”建筑的报复性后果开

始显现，亟待补救措施消除隐患；
另一方面，未来应从中吸取教训，
以较为完善的责任监管体系，杜绝
建筑业内的所谓“质量报复周期”。

就整体而言，楼房“夭折”很大
程度上源于“快餐化”的建筑业。成
为事故主角的楼房多建于上世纪80

年代和90年代，彼时市场经济刚刚
起步，规范标准跟不上建设速度，
给工程质量留下隐患。我国《民用
建筑设计通则》规定，一般性建筑
的耐久年限为50年到100年，而住建
部的一位负责人对此的说法则是

“只能持续25至30年”。与此相关的
则是房产交易的“快餐化”，刚需者
更关心区位、价格等因素，投资者
则强调增值空间，而在交易过程
中，房屋设计寿命等关键数据并没

有体现。加之土地财政、“拆迁经
济”下的惯性思维，人们对建筑质
量往往关心不够。

如今建筑“快餐”下肚，当务之
急是从居民安全出发，采取补救措
施消除隐患。这次奉化坍塌的居民
楼数月前就已被鉴定为“安全等级C

级”，也有第三方机构作出整改方
案，但由于信息传达不规范，居民意
见不统一，再加上相应的决策机制
缺失，直至悲剧发生，加固工作仍未
实施。由此看来，类似的楼房坍塌事
故应当引起各地相关职能部门重
视，从定期查验、质量鉴定、责任认
定、出资分配等多方面入手，建立起
一整套房屋安全保障体系，通过制
度化的手段消除隐患。若是等到房
屋出现险情再考虑应对，难保类似

奉化的悲剧不再发生。
当然，在“亡羊补牢”之外，建

筑业的规范同样刻不容缓，唯有从
根源入手，才能杜绝新的“历史遗
留问题”。“快餐化”建筑业该放缓
脚步了，大拆大建、大上快干的城
市建设思维也要改改了。如今，把
城镇化等同于发展房地产的思维，
越来越难以为继了，那种只看眼前
效率不考虑长期规划，以及用周期
性拆迁掩盖质量隐患的想法和做
法，只能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建
筑关乎居民生命安全，需要建立起
针对设计方、施工方、监管方等各
个主体的追责体系，并以此倒逼城
市的规划建设更具稳定性和前瞻
性，使人们居住的房屋真正具备

“长命百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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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楼房坍塌为“快餐化”建设敲响警钟
楼房坍塌事件足以让人警醒：“快餐式”建筑的报复性后果开始显现，亟待补救措施消除隐患；

未来应从中吸取教训，以较为完善的责任监管体系，杜绝建筑业内的所谓“质量报复周期”。

卖地财政让地方政府低估了
“鬼城”的潜在风险。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
院长傅蔚冈日前撰文称，在过去十
多年中，那些最早以土地为抵押品
进行新城开发的城市几乎都取得
了成功，从此开创了一条以土地为
信用基础，积累城市化原始资本的
独特道路。一旦城市土地供应超过
实际需求，"鬼城"和金融风险也就
随之而来了。

户籍控制不了人口流动，人是
跟着资源走的。

江苏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宋林
飞认为，给大城市消肿、瘦身，出路
还是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老城做
减法，新城做加法，必须互动起来。

但这样的“增减挂钩”，需要政府统
筹布局、整体推动。

他们习惯把“抵制”挂在嘴上，
也就是习惯寻找一个敌人去斗争，
用“杀死敌人”来为自己的愤慨找
到一个发泄口。

在时评人曹林看来，在灾难面
前，理性的公众需要克制自己的情
绪，不能被暴戾的情绪所主宰，并
做出一些伤害无辜者的事。不满和
愤怒有时没节制地多走一步，就会
从正当的情绪释放变成一种肆意
的对抗伤害和可怕的暴力狂欢。

□唐伟

“五一”将至，“四风”问题或将
有所反弹并以更隐蔽的形式出现。
近日，中纪委官网在“每月e题”栏目
主动发邀，请群众晒一晒身边那些
披着“隐身衣”的“四风”问题，曝光
那些改头换面的腐败手段。(4月7日

《京华时报》)

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和治理工
作的推进，腐败的手段也越来越隐
蔽。比如前不久中纪委网站发布的
信息称，有的开发商在售给公职人
员商品房后，故意违反合同约定，然
后由购房者向法院提起诉讼，败诉
后被赔偿数十万元。由于有了“合法
程序”和“市场规律”作为外衣，这样
的手段很难被发现并受到惩治。若
不能对其有清晰的洞察，那么防治
手段就无以跟进，也无法提高反腐

工作的效用。
“每月e题”是对“直接举报”的

延伸，只谈现象不针对具体案例，一
方面可以让公众畅所欲言，从身边
之事对腐败的新苗头和新现象进行
最真实的反映；另一方面，有助于纪
检监察机关找到新型腐败的规律，
从而调整自己的防控思路和手段，
对症下药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其实，“每月e题”在技术层面并
不算新奇，不过由此却传递出“开门
反腐”的善意。十八大以来，“开门反
腐”日益开放化和常态化，有力地提
振了社会信心。特别是中纪委网站
自2013年9月2日开通以来，已经成
为反腐十分重要的窗口平台。正是
在这样的技术支撑之下，社会参与
度得到充分调动，营造了强大的舆
论氛围。

改革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
律，但目前中国经济又遇到了一些
困难，部分地方官员面临“保增长”
的压力，这势必会影响推动全面深
化改革的积极性。在这种背景下，一
些地方政府更看重“政策红利”。近
日，市场一度传言保定市将作为北
京政治副中心后，当地房价立即大
幅上涨，来自北京、温州等地的炒房
客已经大批涌进。

这些现象表明，在推动全面深
化改革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或
部门仍然将发展寄托于一些外部刺
激，而非内生驱动。这就像过去几十
年一样的逻辑：通过土地政策、税收
优惠招商引资或者政府投资驱动经
济增长，而不是通过改革释放更多
市场自由，提高市场效率。

事实上，过去曾有很多中国城

市规划自身为“区域中心城市”、“国
际大都市”等，但规划本身只是想通
过制定政策实现目标，而不是市场
自发形成，因此，大部分都没有实
现。而一些开发区已经空荡荡的，厂
房过剩，土地浪费，这表明，通过规
划或者政策红利驱动只能是短暂
的，但代价可能是巨大而长远的。

在经济增长遇到一些压力的背
景下，地方政府希望获得更多“政策
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愿望可以理
解，但是，真正能够推动经济持续长
期增长的，是进行更广泛而深入的
市场化改革，这样才会享有改革带
来的红利。如果继续“政策红利”思
维，可能会削弱地方政府改革动力，
浪费改革时机。(摘自《21世纪经济
报道》，原题：《真正能够推动持续增
长的是“改革红利”》)

改革是从“违法”开始的，或者
说改革是从法无禁止的边缘区域开
始创新的。中央明确一切重大改革
需有法律依据，那么，明确合法与非
法的边界就成了问题关键。

首先需要完善我国现有法律体
系，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最
高的法律就是宪法，只要不违宪我
们都可以探讨。立法权在人大，但不
容忽视的是，中国特色的法还有“规
定”，有些部门的“土规定”是否合
法、是否束缚了创新？这是必须拿出
来探讨的。

改革者的代价有的是可以避免
的，改革的应有之义本来就包括改掉
政府的不合理之手，政府的一些陈旧

规定和条例应该大清扫，这也是简政
放权的一个直接简便的路径。

当然，“法无禁止皆可为”是保
障自由、鼓励创新，但并不意味可以
为所欲为，而是要遵守法律的基本
原则，如不得损害他人利益、诚实守
信、公序良俗等，还有需要行业自
律、职业自律、道德自律等等。

在生产力各要素中人是最重要
的因素，企业家或有首创精神的人
是中国社会最稀缺的资源——— 他们
需要得到保护和肯定。

因此，“法无禁止皆可为”的本
质是催生创新精神，从而激发整个
社会的活力。(摘自《中国新闻周
刊》，作者文晔)

葛一语中的 葛公民论坛

“每月e题”拓宽了反腐路径

“改革红利”比“政策红利”更持久

“法无禁止皆可为”是鼓励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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