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迟退休”还是渐进的好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
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城乡社保
体系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苏晓云
委员建议尽快推迟企业员工退休
年龄，以解决企业员工退休金的问
题，男性提高到65岁，女性提高到60

岁。此言论一经媒体报道，招来诸
多批评。

关于延迟退休问题，一直存在
争论，由于不同的人看问题的角度
不同，存在观点上的差异也是自然
的。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坚

持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同时，制
定怎样的具体措施，通过缓解养老
金缺口造成的资金压力，实现维护
好劳动者休息权的最终目的。

从相关报道中可以看出，人们
对于调整退休年龄这个基本方向
争议并不大，对于杨震委员“控制
退休收入差距”、黄细花代表“实行
弹性退休制度”的建议，就极少看
到激烈的反弹。而苏晓云的建议之
所以引发很大争议，主要在于那句

“60多岁、70岁看起来就像50多岁的
人……多收五年，少发五年，从身
体状况来讲，没有多大影响”。一方
面是“70岁看起来像50岁”的表述，
并不符合很多人的现实感受；另一
方面则是该建议主要是为了缓解
资金压力。

对于劳动者来说，退休本质上

是一种休息的权利，研究退休政策
的调整，就是要让那些为国家工作
了大半辈子的人，能够更安心体面
地度过晚年。我们看到在新农保制
度实施时，对那些已满60周岁却一
度被养老体系“遗忘”的农民，采取
了“不缴费也可按月领取基础养老
金”的举措，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缴
纳养老金也好，设定退休年龄也好，
最根本的目的还是满足劳动者的权
益诉求，如果把弥补养老金缺口当做
政策调整的出发点，无形中加重了劳
动者的负担，这就本末倒置了。

从现实情况来看，很多劳动者
的生存状态并不理想，工作压力大
而收入低，休息权也没有得到很好
的保障，这或许正是“延迟退休”屡
屡成为热点话题的原因。很多失业
人员或个体劳动者经济条件不好

却一直在缴纳社保，就为了退休后
生活能有保障。而那些承受着巨大
工作压力，面临着“亚健康”甚至

“过劳死”威胁的年轻人，则对延长
工作年限充满担忧。在这样的现实
之下，如果过于激进地延迟退休年
龄，实际上是加重了劳动者的负
担，这就难怪有人要计算——— 到底
活多大岁数才能“回本”。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研
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
策”，应当成为改革的基本方向。小
步慢走，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标
准，既能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也是
履行对一些群体做过的承诺。至于
养老金缺口的问题，不妨从推动经
济增长带来税收增量以及压缩三
公经费等方面寻找突破口，不能总
想着在“少发”上面做文章。

缴纳养老金也好，设定退休年龄也好，最根本的目的还是满足劳动者的权益诉求，如果把弥补养老

金缺口当做政策调整的出发点，无形中加重了劳动者的负担，这就本末倒置了。

□温国鹏

“平时出去暗访时，我们总是便
服加运动鞋，一遇事就跑，实在不行
就只能掏纪委的工作证了。”12月22

日，重庆市南川区纪委常委汪自力
向记者描述自己的工作。（12月25日

《重庆青年报》）
暗访弄得像深入敌后刺探军情

一样，还要时刻准备着被发现之后
迅速逃离现场，说起来真是满眼都
是泪，让人心酸。纪委暗访尚且如
此，如果普通群众去暗访，后果可想
而知。纪委官员被识破，还可以掏个
纪委工作证“走路”，而普通群众在

暗访现场被发现，不“脱层皮”估计
就很难脱身离场了。

“为了暗访要穿最轻便的运动服，
要练好长跑”，绝对不是监督的常态。
必须正视权力过于骄横妨碍监督的现
实，尽快健全公民监督机制，建立更加
完善的举报人保护制度，让监督不再
是“在刀尖上跳舞”的危险游戏。

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进行监督是法律赋予的权利，纪委
官员“穿运动鞋暗访”下，也许最应
该反思的是，如何完善相关机制，摁
住权力的骄横，让国家权力监督体
系中最具活力、范围最广的群众监
督发挥作用。

□马涤明

24日，在电话录音中大谈如何
利用权力敲诈辖区内企业，放言“分
分钟搞垮一间厂”的广东清远市清
城区环保局原局长陈柏和，终审被
判获刑十年零六个月。（12月25日

《南方都市报》）
号称“最牛环保局长”的陈柏和

被关进了“笼子”，但“分分钟可以搞
垮一间厂”的权力，不会随着一个腐
败局长的谢幕而谢幕。陈柏和的教
训面前，会不会还有后来者铤而走
险、我行我素，尚未可知。现实中，一
些贪官意外露馅，一些腐败事件偶

然曝光之后，相似的情况仍时有出
现，让人警醒。甚至有网友们代官员
总结从政经验：公费出境游资料袋
丢失，下次保管好了，别丢就是；名
表容易露富，以后上镜前记得要摘
掉。调侃背后也有些许无奈。

陈柏和被“关进笼子”，地方环
保部门执法不力，地方片面追求经
济发展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
权力不受约束、环境污染背后的“猫
鼠交易”，才是问题的根本，这一点，
在陈柏和的“索贿经”中讲得非常生
动。权力不进笼子，原先的“好人”可
能成为贪官；权力进了笼子，官员想
贪也没这么容易。

“穿运动鞋暗访”尴尬了谁

葛公民论坛

据《新安晚报》报道，因带学生外出实习，没有及时捐款给困难学生，安
徽灵璧师范学校师范部教师王媛(化名)发现自己的名字上了学校LED大屏
幕，抬头是“通报批评”，和她一起“上榜”的还有20余位各年级老师。对于“校
长授权”的说法，校方并不承认，称“事发前校领导均不知情，是校学生会干
部擅自操作”。 漫画/张建辉

如此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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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钟搞垮”的权力也要“进笼”

评论员观察

□王昱

在抢票热潮中，最为触目惊心
的莫过于上海一对夫妇的“囤票”
经历：从12月7日开始，为抢两张春
节前回哈尔滨的车票，上海季先生
夫妻十多天来，已经囤积了从2月4

日至15日共21张回家的车票，但这
些对他们来说还不是最佳选择，因
为节前最后几天的票才是他们心
目中真正的“目标”。

火车票提前60日开售，这一由
铁总精心奉上的春运大礼，不料却
并不受待见。原本指望通过售票日
提前分流购票高峰，最终的结果却
不过是抢票高峰的提前到来，更有
甚者，出现了提前囤票的现象。真
是始料未及、别开生面。

面对火车票提前开售引发的
多米诺骨牌效应，最容易想到的评
论切口当然顺着
汹涌的民意指责
囤票者的素质低
下，江西的大江
时评就采用了这
一思路，“走自己
的路，也要让别
人有路可走”一
文将火力集中在
了对囤票者素质
的吐槽上：“诚然
可以看到，部分
旅客囤票行为方
便了自己，却让
别人回家的路更
难走。首先囤票
导 致 出 现 车 票

‘售空’的假性现
象，让真正需要
的人无以购票。
其次买票退票增
大了社会购票成
本，浪费了公共
资源，弄得人心
惶惶，影响年底
正常的工作。再
次，增加了铁路票务系统运营成
本，影响铁路系统对旅客量分流的
预测，同时干扰了铁路部门临时加
车的判断估计。”

既然指责的声音多了，当然就
会有人出来唱反调，《三晋都市报》
22日发表了一篇《夫妻囤票，先别
指责》的短评，用“人之常情”替囤
票夫妇开脱，并且把议论的重点转
移到了体制上：“其实，‘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春节之于中国人意义
自不必赘言。每年到这个时候，壮
观的春运大军所书写的都是远方
那个‘家’的牵挂，由此也就导致了
春运‘一票难求’，也就有了各种抢
票攻略，上海季先生夫妻囤票只是
众多攻略中的一种。客观上来讲，
囤票会造成票源的紧张，但其出发
点是为了回家，不同于‘黄牛’，因
此先别指责。最根本的，还是要提
高铁路的运力和效率，增加春运铁
路运输的供给能力。 ”

在“春运囤票”到底是个人素
质问题还是社会体制问题的争论
中，《京华时报》特约评论员的观点
别具一格，它没有将这一现象的出
现简单归因于任何一方，直接声
称：“无人可为囤票行为担责。”文

章入情入理地分析道：“每一个经
历过春运的人……都能明白这种
回家的焦虑，以及囤票背后的无奈
甚至辛酸。作为潜在的利益受损
方，我们可能愤怒，但你我都不敢
保证，自己不会在紧急情况下‘合
理合情’地运作规则。”而对于春运
规则的制定者，文章也表示了足够
的理解：“人们在获益方和受损方
之间的角色转换，导致了对同类政
策截然相反的诉求，这展现了规则
制定者的困境。不得不说，分配春
运火车票这样的稀缺资源，就是多
元利益之间的博弈和妥协，很难不
留下操作规则的空间，更不可能满
足每个人的诉求。真要以大规则的
调整来阻止每一次钻空子行为的
出现，就如同用高射炮来打蚊子。”

以现阶段中国在外务工人口
与铁路运力的悬殊差距看来，也许

春 运 囤 票 的 确
是一件“无人负
责 ”的 无 奈 事
件。然而，这并
不 意 味 着 类 似
的 事 件 看 不 到
解决的希望。既
然 小 小 的 囤 票
问 题 已 经 被 扯
到了“社会体制
还是个人素质”
这 个 包 罗 万 象
的大话题上，擅
长 话 题 讨 论 的

《环球时报》也
发 出 了 自 己 的
声音，其发表的
题为“如何让春
运 买 票 不 再 抢
字 当 头 ”的 评
论，在简单重复
了 与《 京 华 时
报》类似的“实
属无奈”的观点
后，开列出了三
大条解决方案：

“首先自然是挖掘扩容潜力，提高
运输效率；其次更要加强引导，注
重分流；最后，铁路及公安部门可
利用高技术手段打击新形式的非
法倒票。”给出的药方看起来有理
有据，不过，如果你肯百度一下近
几年谈及春运的评论，会发现每到
春节，坐而论道的评论者们给出的
药方也无非这几种。

当然，一向语出惊人的《环球
时报》在给出老药方时，也加上了
一些独门的、口味浓重的“药引
子”，比如文章支招说：“为了防止
学生族和上班族打工族抢票，应该
在上班族打工族集中放假期间，停
止学生票价优惠”，甚至提出“在高
铁及动车中增加一定比例的站票
是必要的”。这些建议到底公平与
否、安全与否当然有待各方争论。
不过，它为我们描述的那个高铁车
厢挤满站客的景象，还是让人想起
了以前熙熙攘攘的绿皮车。绿皮车
的时代已经远去，现在人们更期待
的是，“春运囤票”何时成为历史。

“春运囤票”谁之罪

每年，到了临近春节的
时候，身处异乡想要回家的
很多中国人都要集体疯狂一
回，令他们疯狂的原因是春
运，疯狂方式之一便是抢火
车票。眼下虽然距离羊年春
节还有近两个月时间，但因
今年铁总推出售票新规，火
车票预售期延长至60日。于
是，春运的抢票热，在今年成
为了一场提前发病的症候
群。

葛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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