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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儿子”怎样才无愧农民

近日，中纪委网站推出名为
“忏悔录”的全新栏目，刊载官员悔
过书。有媒体对落马官员的悔过书
进行了梳理，发现落马官员在写悔
过书时高频使用“我是农民的儿
子”。有人认为，其中不少是为了博
取同情、寻求宽大处理。如果换个
角度看，从这么多悔过书中也能清
晰地看到，“农民的儿子”们确实经
历过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时
代，现在的寒门子弟面对拼爹困局
很难再有那样的意气风发了。

落马官员争着表白自己是“农

民的儿子”，无论是否有博同情的
动机，基本事实应该都是准确的。
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忏悔道

“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浙江杭州
原副市长许迈永还在悔过书中回
忆了自己年少时起早摸黑参加农
业劳动的辛苦，都引起了舆论的关
注。事实上，更早之前就有落马官
员痛惜自己作为“农民的儿子”走
上腐化之路，比如江西省原副省长
胡长清等。翻翻这两年中纪委的

“打虎”记录，也能从中找到不少昔
日的农家子弟。

中国的农民向来有勤劳质朴、遵
纪守法的形象，落马官员里却出来这
么多“农民的儿子”，显然不是先天因
素决定的。“农民的儿子”和其他阶层
的子弟一样，既不会更加地易腐蚀，

也不会更加地耐腐蚀。官员落马，都
是自己先放松了道德防线，因为制度
不健全又有了权力寻租的机会。“农
民的儿子”频频出现贪腐行为，其实
只能证明目前确实有很多官员尤其
是高级别官员出自农村，是基数而不
是概率决定了这个现象。

现今不少高级别官员都是恢
复高考后从农村“跃入龙门”、改变
人生轨迹的。在那个“全国一张卷”
看成绩不看出身的时代，很多农家
子弟凭借自身的勤奋好学打开了
人生的上升空间，“农民的儿子”纷
纷走进机关单位也只是那个时代
的侧影而已。现在，尽管高考录取
率已经大幅提高，但是很多农家子
弟已经不再寄望高考改变命运，一
些名校中也罕有农家子弟的身影。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的机关事业单
位出现了“近亲繁殖”的现象，有人依
靠裙带关系步步高升，也让“农民的
儿子”望而却步。可以预见，随着代际
更替的不断进行，“农民的儿子”将在
官员悔过书中逐渐淡出，如果非要和
农民攀亲搭故，一些人也只能自认

“农民的孙子”了吧。
官员落马，实际都是咎由自取，

与其“祖祖辈辈”的农民没有任何因
果关系。如果说为官的人还时时记得
自己是“农民的儿子”，那就应该尽职
尽责，推动社会转型，完善国家治理，
为新一代“农民的儿子”打破各种身
份壁垒，使他们感受到更多的公平。
如此，他们才能无愧养育过自己的乡
村，而不是站在法庭上才想起自己
曾是“农民的儿子”。

如果说为官的人还时时记得自己是“农民的儿子”，那就应该尽职尽责，推动社会转型，完善国

家治理，为新一代“农民的儿子”打破各种身份壁垒，使他们感受到更多的公平。

□余丰慧

这几年，利率市场化作为金
融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推进很快。
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
金融改革时，再次要求加快利率
市场化步伐。央行行长周小川在
两会记者会上表示，利率市场化
剩下最后存款利率上限管制，今
年或可以全面放开。一旦存款利
率上限放开后，中国利率市场化
改革就可以说基本完成了。

事实上，目前贷款利率已经
全面放开，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
按照市场供需自主决定，基准利率
价格已经形同虚设。市场上各种理
财产品特别是银行推出的产品、互
联网金融理财、股市债券、货币市
场以及民间融资价格都远远高于
银行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可以
说，市场化融资高价格正在倒逼利
率市场化走完最后一程。

利率市场化之后，利率作为资
金价格将完全由市场决定，这里面
就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资金资本必
须自由流动、公平交易，只有在这
种要素充分竞争的情况下，才能使
得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形成公平的
价格即利率。说到竞争，就难免会
有优胜劣汰，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将
会有破产的可能。对于普通储户来
说，这也就意味着存款也没那么保

险了，出现了新的风险。
当然，这个风险的大小取决

于法律制度对存款人权益的保
护，以及牵扯银行破产问题的法
律法规做出怎样的具体规定，相
关的规章制度都是利率完全市场
化的重要前提。对此，央行行长周
小川已经表示，今年上半年存款
保险制度将会出台，期待金融机
构破产条例也要尽快摆上议事日
程。这样的话，从长期来看，利率
市场化给多数存款人（按照现有
条例来看，存款保险制度设定50

万元的上限，可以覆盖八成的存
款人）带来的风险就会被有效消
除，给利率市场化保驾护航。

市场化也就意味着存在不确
定性，金融风险还是不容忽视的，
如果还是一点风险也没有，市场化
也就名存实亡了。发达国家利率市
场化经历表明，在利率完全市场化
后的几年内，利率很可能呈现直线
走高趋势。原因主要是，在利率放
开后，金融机构为争取存款资源，
有可能形成非理性竞争，进而抬高
资金价格。金融机构蜂拥抬高利
率，结果导致整个社会融资成本无
节制上升，最终对实体经济、实体
企业带来巨大融资成本压力，甚至
压垮众多实体企业。由此出现金融
坏账，最终使得整个社会融资链条
断裂导致金融风险爆发。

相信从整体市场来看，这对
利率市场化后短期利率走高现
象，央行与大型银行将合力采取
平抑市场资金价格，引导市场资
金价格走向平稳的措施。比如由
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远远低于市
场利率的资金，促使商业银行向
市场投放低息贷款；或者央行向
银行间拆借市场投放低息货币资
金，进而引导整个市场利率走向
理性。比如本月初，浙商银行、恒
丰银行等商业银行都曾宣布将利
率水平“一浮到顶”，但只过了短
短两周时间，这些“排头兵”就退
了下来。这里面就隐现市场化竞
争与宏观调控之间的某种博弈。

不容忽视的是，整体上的“救
市”很可能有滞后性，也就是说在
市场风险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出
手，这就意味着，金融坏账还是有
可能在局部出现的。可以说，利率
市场化对社会各个经济主体都会
带来影响。商业银行和企业都要
尽快适应和应对利率市场化带来
的各种挑战，普通百姓的理财风
险在短期内也将加大。对于普通
老百姓来说，千万不要被高息理
财产品所迷惑。这种超高息理财
产品，很可能就是金融机构非理
性竞争存款的一个产物，其间的
风险难以估计。（作者为金融工作
者）

缺乏制度敬畏

才“凭感觉”申报

□乾羽

有消息称，全国副处级以上
领导干部已基本完成了个人有关
事项的集中填报工作，有官员因
表格不准确被多次退回要求重新
填写，比如有官员“凭感觉填写“，
房屋面积少填了20平方米等。（3

月25日《北京青年报》）
对于同一信息，人们总有很

多解读角度。在记者的调查中，官
员申报材料因为不准确而被退回
三次，被看成是一个反映核查严
格的例子。不过，在公众的解读
中，他们还可能关注这样的细节：
官员填材料时，凭的是感觉，说明
官员对材料申报的重视程度还不
够；对官员申报不实信息，处罚的
力度也还不够。

个人事项申报是一件关系到
干部评价与选拔的极其严肃的事
情。为何如此重要的事情，官员会
只凭感觉？对于填表者来说，可能
他们还没有形成制度敬畏。在公

众舆论那里，人们对官员个人事项
申报总是还有一些担心，这种担心
就是害怕这个制度在执行时过于
温柔。如果官员在填表时只是凭感
觉，没有养成制度敬畏，如果核查
出问题时只要退回修改，没有更严
厉的处罚，如果事后的抽查具有选
择性，甚至发现问题也可以修正，
那么人们就会担心这个制度的威
慑力不够，实际效用不强。

人们期待的个人事项申报，
其实是一种有效约束官员不敢贪
的制度。既然是一种约束，就应该
有强有力的执行。

门票依赖症不除

景区难免任性

□范子军

清明小长假在即，计划出游
的人们开始增多，一些旅游景区
门票价格酝酿上涨，部分地区的
景点上涨密集引发热议。近日国
家旅游局表示将推进景区门票价
格改革。（3月25日中国新闻网）

门票价格逢假必涨已经成我

国旅游业的一道风景。景区门票
价格“涨”声不断，说到底是“门票
经济”催生的产物，是对门票收入
过度依赖的结果，也是旅游经济
发展初级阶段经营服务业态低端
化的表现，不是注重通过开发、提
升、完善配套服务，刺激旅游综合
消费，谋求旅游经济总量的增长，
而是偏重于门票收入的增加。

景区资源的公共属性不言而
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景区门票
降价乃至免费、回归应有的公益
领地，既是公众共同的愿望，更是
地方政府部门应该秉持的民生取
向。现实中原本不乏诸如西湖免
费游反而带来旅游业综合收入良
性增长等成功转型的典型，之所
以没有能够全面推广，既有观念
转变的问题，也有短期难直接体
现收益的问题。

理顺、完善门票价格机制，需
要通过改革旅游业发展指标评价
体系，促使主管部门、地方官员逐
渐告别门票经济思维，从涨价模
式转向降价模式，进而，打破门票
轮番上涨的怪圈，在满足国人休
闲、旅游的同时，促进旅游经济的
良性、可持续发展。

利率不封“顶”，钱贵风险增
□崔滨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里，无论是名门正派的左冷禅、岳不
群，还是邪派的东方不败、任我行，胸
怀“一统江湖”念头的大有人在。虽说
武侠是成年人的童话，但贯穿其中的

“一统江湖”主题，却道出了中国式生
活的一大特点。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而有江
湖的地方，必有想要“一统江湖”之
人。哪怕这江湖，不过是楼盘、社区内
的一方广场；这人，不过退休赋闲的
大爷大妈。而体育总局，定要以号令
全国之威势，以12套标准广场舞曲和
舞步的“大一统”招式重塑江湖秩序。

要论此事究竟能不能成，先得论
论何谓江湖。所谓江湖，纳地五湖四
海，容人形形色色，其根本在于容纳
与多元，如同春天里的一片原野，无
论花与草、树与藤，皆自由生长。

而所谓“江湖一统”，则像是把原
野变为草坪，杂花野草拔出清除自不
待言，就连留下的良木，也要修剪规
整。相比参差不齐的原野，整饬的草
坪固然是清爽干净，但看看我们身边
真正的草坪你就知道了，不是“小草
在休息，请勿进入草坪”，就是“草坪
修剪不易，不要踩踏坐卧”。看似是在
讲文明功德，可如果不是为了放松心
情，我们为什么需要青草园地呢？

说回广场舞，它不过是中老年职
工、离退休干部茶余饭后活动身体，
交友沟通的一种方式，就像过去，人
们或是通过集市、典礼自发交际，或
是通过工会、社区组织社交一样，是
一种在房地产商品化、社会生活市场
化后重构的生活秩序之下，自然生长
出的社交方式。

广场舞的确存在着多样性、盲从
性，甚至还有滋生扰民、产生龃龉的
短板，但就像江湖之大，自有其力量
剪除别有用心者一样，一个足够开
放、包容的环境，也必然有其自净能
力，可以在各方博弈间，逐渐回归到
一个均衡的力场中。

如同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
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
远则忧其君”。此中的江湖，就是一个
与庙堂政治不同的，属于民间日常生
活的所在。人虽然是社会动物，无往
不在政治之中，但一个健全发展的社
会，也要有一个江湖，与庙堂政治拉
开距离，用以容纳人的情感与生活，
涵养人的兴趣与闲暇。

再回到金庸的《笑傲江湖》，经过
一系列激烈的武林争斗，江湖的确在
某种形式上获得了“一统”，但号令江
湖之人，不是任我行，也不是左冷禅，
而是那个根本不想江湖一统的令狐
冲，即便他坐上了名义上的武林盟主
座位，他还是在自问，真的有必要，一
统江湖吗？

有江湖处

何必“一统”

试说新语大家谈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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