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养老并轨不宜“算旧账”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启动实施，意味着
养老并轨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社保领域最难啃的硬骨头终于被
摆上了台面，改革回应了民众关
切，结果似乎应该是皆大欢喜，但
是在一片点赞之中也有无奈撇嘴
的表情。在一些人看来，改革方案
没有拉平身份鸿沟，并轨之后机
关事业单位人员和企业人员在养
老待遇上仍然有不小的差距，“老
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也不足以

改变现有利益格局。如果只做这
种横向比较或者纠缠“旧账”，那
么改革很可能能踟蹰不前，要推
动养老改革阔步前进，必须循着
公平正义的方向“向前看”。

一些人之所以对目前的改革方
案不太满意，通常是预期太高，希望
养老并轨一步到位，彻底填平身份
鸿沟，但忽视了机关事业单位和企
业间养老待遇差距问题的复杂
性。长期以来，企业人员实行了养
老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实行原来的退休制度，因为处于
不同养老制度中，缴费的企业人
员退休后待遇反而不如不缴费的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这是显而易
见的不公平。因为涉及到四千万

“体制内”人员，养老并轨一直是

坐而空谈的话题，这次的改革能
够不避难点，由“体制内”动刀，已
经体现出足够的勇气。万事开头
难，不开头万事都很难。评价当前
养老并轨的意义，也应当由此着
眼，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从不缴费
变为缴费，缴费比例与企业养老
办法相同，待遇计发办法与企业
养老类似，这就是理想的开始。

这次改革的一个很重要原则是
“改革前与改革后待遇水平相衔
接”，改革前已退休人员因此可以保
持现有待遇，并参加今后的待遇调
整。一些人觉得这些“老同志”的待
遇太优厚了。如果只看眼前，难免会
有这样的感受，其实很多公务员退
休前的收入与企业人员是不能相比
的，正厅级官员工资赶不上一个企

业经理也不是稀罕事。纠缠于“旧
账”往往扯不清理还乱，最终结果只
能是扩大分歧，徒增内耗。在这样的
舆论环境中，改革将很难破除“利益
掣肘”。“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中人设立过渡性养老金”的改革路
线，将有助于凝聚更大的改革共识，
虽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却可以实
现平稳过渡。

在过渡期逐步解决问题，就是
消化存量、做大增量，身在局中不一
定能看清这步棋的得失，如果与周
边一些国家作比较更容易明白，改
革初始振臂一呼很容易，但是行至
中盘能否把握住改革的力度和节奏
往往很难。先解决目前最突出矛盾，
逐步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做增量改
革，最终都会成为受益者。

万事开头难，不开头万事都很难。“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设立过渡性养老金”的改革路

线，将有助于凝聚更大的改革共识，虽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却可以实现平稳过渡。

“这是一份令人惭愧的成绩
单，省会城市不能也不应该有这样
的成绩单。”在1月12日召开的太原
市经济工作会议上，太原市长耿彦
波在谈到去年的经济数据时这样
说道。从报道来看，让他感到惭愧
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没有达成去年
定下的目标，二是经济下滑快过了
省内其他城市。

的确，经济增速与城市发展的
各个方面关系密切，市长对3%的
GDP增幅不满也在情理之中。但相
比于某一年的经济数字，一座城市
有着怎样的营商环境，对于长远发
展来说才是更为关键的。如果改革
到位了，权力运行顺畅了，市长的
归了市长、市场的归了市场，经济
增长之下的城市繁荣、群众安乐，
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一城一池”
的得失也就没必要计较了。

仔细想想，太原在过去的一年
里，最受关注的恐怕就是接连爆
出官员落马的消息，从中不难看
出，经济增长乏力其实早就埋下
了伏笔。在所谓的山西官场地震
中，太原是名副其实的重灾区，前
后两任市委书记先后被带走，三
任公安局长也相继落马。从现在
媒体披露的消息来看，落马官员
大多涉及官商间的利益输送，权

钱交易、权权交易存在于项目审
批、土地征用等多个方面。

有这么严重的腐败问题，不难
想象权力对当地市场的干扰深到
何种程度。即便在国家经济快速发
展的大背景下能保持连续多年交
出漂亮的GDP数字，但只要市场主
体始终处于毫无安全感的营商环
境之中，这样的增长也不会持久。
越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期，
营商环境上的短板就会越明显，从
这个角度来看，对煤矿依赖较少、
第三产业比例较高的太原在经济
上输给省内其他城市，也是合情合
理的。

因此，要想提高“成绩”，还是
得从规范权力、打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入手。迅速上马几个大型工程，
或是向上申请到资金投入建设，或
许能够立竿见影地提升GDP，但从
长期来看，稳定持久的经济增长还
是得靠良好的营商环境。我们之所
以说反腐有红利，指的就是规范的
权力能够创造良好的市场氛围，市
场主体感受到公平、法治，有了安
全感，自然也就有了发挥活力的空
间。

诚如耿彦波所说，“新常态下
不 能 唯 G D P ，但 是 也 不 能 不 要
GDP。”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要想办
法调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而不
是做一锤子买卖。在这个过程中，
通过打击贪腐规范权力运行，通过
法治建设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是最基本的。如果能在改善营商环
境上做好文章，短期内数字增长慢
一点，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

“不贪不腐”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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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鹏

如何当好县委书记？总书记给
全国的县委书记们，上了一课。

“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
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
会成为‘围猎’的对象。”12日，习近
平在与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
学员座谈时，用这样一个充满画面
感的描述，警醒县委书记们要做

“四有新人”——— 心中有党、心中有
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这是一场新老县委书记的对
话。

习近平曾任河北正定县委书
记。正因为如此，他对县一级职能、
运转和县委书记的角色有亲身感
悟，并在座谈会上与县委书记们推
心置腹：“听了大家的发言很有感
触，脑海里不断浮现我当县委书记
时的画面，仿佛
回 到 了 3 0 多 年
前。”

与诸多嗅觉
敏 锐 的 媒 体 一
样，《光明日报》
意识到这次谈话
透露出来的总书
记的良苦用心以
及背后的重要信
号，“这既是一位
30多年前在这个
岗位上扎扎实实
干了3年的前辈
对 后 来 者 的 教
诲，也是党和国
家最高领导人对
这个国家治理结
构中极其重要的
一个群体最直接
的要求和鞭策。”

更有媒体找
出了习近平在上
世纪90年代初的
讲话，以“县一级
工作好坏，关系
国家的兴衰安危”来应和这次“对
话”。

《新华每日电讯》直抒胸臆，指
出中国2800多名县委书记的重要
性和关键所在，“县一级处在承上
启下的关键环节 ,是发展经济、保
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
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书记离广大
基层民众最近,是普通民众感知官
德官品的重要依据。如果不能带好
这支队伍，势必给治国理政带来直
接而负面的影响。”

说到负面影响，《京华时报》站
出来了，“‘县官’，听起来品秩不
高，但为官一方，却也切实掌握着
大量资源。处于当地权力网络、关
系网络的一个重要节点上，有着很
强的话语权。这一位置，有着巨大
的利益空间。”在发生塌方式腐败
造成官场地震的山西，新任省委书
记王儒林就对“如何把好干部选到
县委书记岗位上来，如何防止干部

‘带病提拔’，选用县委书记应该注
意哪些问题”做了专题研讨。而这
些问题，也是更多省委书记乃至更
高层领导需要考虑的。

人民网则看到了现实的严峻
性，“现在，有不少干部特别是领导

干部缺乏敢于担当的勇气和精神。
他们在困难面前顶不住，压力面前
挺不住，竞争面前站不住，要么是

‘传声筒’、‘收发员’，浑浑噩噩；要
么是‘老实人’、‘老好人’，看见问
题绕道走，遇到矛盾‘和稀泥’，只
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之所以不
愿担当、不能担当，说一千，道一
万，还是私心杂念在作怪，还是考
虑个人得失太多。”

抛开一味的批评，人民网还提
供了更高层面的立意，“‘心中四
有’是习近平同志回顾自己当年在
县委书记岗位上的感悟和收获，结
合现今的时代特点和党的历史使
命提出来的，对全国的县委书记如
何当好官从好政具有较大的指导
意义。“

还是《京华时报》，把这次“对
话”放到了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

大背景中，“习
近平的‘围猎’
说，正是县委书
记 生 存 状 态 的
一个真实反映。
我 们 仍 处 于 快
速发展期，城镇
化 进 程 中 的 拆
迁改造、市场化
进 程 中 的 中 小
国企改制等，很
多 都 是 涉 及 几
百 万 上 千 万 甚
至 上 亿 元 的 重
大工程。有老板
来拉关系，有亲
朋来走后门，县
委 书 记 稍 一 疏
忽 或 者 稍 一 动
心，就可能倒在

‘围猎’之中。这
是 他 们 必 须 面
临的生态，也是
他 们 必 须 应 对
的危机。”

更 多 舆 论
的视角放得像《京华时报》一样深
远，《新华每日电讯》便点明，“四
有”要求与当下中国的现实高度对
应。“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多发期,

县委书记的角色比以往更为关键。
只要让符合‘四有’要求的县委书
记各就其位,才能夯实基层组织,巩
固基层政权，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从总书记多次讲话可以看
出，他所推崇的干部，往往级别不
高，多在基层任职，但都‘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典型案例就是县委
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四有’分别从
对党忠诚、为民服务、履职尽责、严
格自律的角度提出要求，就是强调
牢记权力姓公不姓私，必须用来为
人民服务，不能以权谋私，不能追
求享受。作为县委书记，作为党的
干部，要依法依规用权，始终为民
奋斗，心中存有敬畏。”如何做一个
合格的县委书记，《南方日报》给出
了答案，“肩负千钧担，当好‘芝麻
官’，争当一名焦裕禄式的县委书
记，这不仅是总书记的寄望，更是
人民的福音。”

如何当好“县官”

12日，习近平总书记
对内发表了2015年首次

“重要讲话”，听讲话的人
全都来自党执政兴国的

“一线指挥部”——— 县委，
而 且 都 是“ 一 线 总 指
挥”——— 县委书记。这样
一场新老县委书记的对
话，在舆论场中释放了不
同寻常的信号。

葛舆论场

之所以说反腐有红利，指的就是规范的权力能够创造良
好的市场氛围。如果能在改善营商环境上做好文章，短期内数
字增长慢一点，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

评论员观察

“打官司”中也有“黄牛”，那就是司法鉴定“黄牛”。在交通事故纠纷中，
“黄牛”一边买断受害人的赔偿款，一边通过造假、暗中勾结甚至威胁鉴定
机构等来取得有利的鉴定意见，然后“狮子大开口”要求赔偿。司法鉴定中
的种种猫腻，吞噬着公平公正，也影响了司法公信力。 漫画/张建辉

司法“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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