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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铁路收入改革应为破垄断“提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铁道部内部正在进行一
项改革，限制处级以上官员
的高收入，提高基层员工的
工资。铁道部部长盛光祖还
在17日召开的铁路工作会议
上提出，到2020年职工收入要
比2010年增一倍。

在中国，铁道部是一个
“极端”的样本，权力性资本、
垄断性经营、行政化分配，这
些造成收入不公平的因素全
集中在这里。人们对“铁路
版”收入分配改革的关注，并

不仅仅因为炒得火热的春
运，更多的是一种期待，期待
固化的利益格局能被打破，
期待传统改革思路能够创
新，期待铁路事业的短板能
得到弥补。

铁道部内部收入分配改
革，某种程度上是全国性收
入分配改革的一个样板。说
到高收入，人们首先想到的
是电力、电信、石油等行业。
相比之下，铁道部员工的收
入更加神秘，如果不是近期
媒体的披露，人们根本不会
知道铁道部内部一些段长(处
级或副处级)与一般员工的工
资相差十几倍，更难以想象
铁道部前任部长刘志军还给

所有铁路局的局长在北京置
备了位置好、面积大的“福利
房”。垄断行业、行政干预以
及难以触动的既得利益，这
些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几大
阻力，在铁道部身上都得到
了集中体现。所以，人们关注
铁道部收入分配改革，更多
的是在期待全国性的收入分
配改革有所突破，调整方案
的出台不再一拖再拖。

对铁道部内部收入分配
改革的关注，是因为其“提低
限高”的改革方案让人期待。
以往提到收入分配调整，一
个老办法就是把蛋糕做大，
但基层的劳动者往往很难分
享到经济总量提升带来的好

处。尤其是一些垄断行业，名
义上是全民所有，但因为各
种原因，很多时候增值却被
少数人装进了腰包，正如铁
道部中高层管理者的收入
远远高于基层员工，显然也
超过了其他很多行业同等
级别的从业者。这次“铁路
版”收入改革提供了一个新
思 路 ，就是将 蛋 糕重新 切
分，限制处级以上官员的收
入，同时提高基层人员的工
资。这种“提低限高”的做
法，如果能够取得成功，必
然为全局性的收入分配调整
提供良好的借鉴。

对铁道部内部收入分配
改革的关注，也是对弥补铁

路事业这块短板的期待。启
动市场化改革以来，诸如电
信这样曾经的垄断行业，都
通过分拆有了一定的竞争，
服务的提升和资费的优惠是
人们能感受到的。相比之下，
铁老大的形象始终没有改
变，春运期间的一票难求仍
在折磨着回家心切的人，近
期开通的网上购票业务，也
因为存在诸多漏洞饱受诟
病。试想一下，亏损了有国家
财政兜底，管理者享受居高
不下的收入，基层员工工资
却只能维持基本生活，甚至
货车司机这样的技术人才，
都迫不及待地跳槽去开地
铁，这样一个行业怎么会有

进取的动力呢？相比各行各
业三十多年来的长足进步，
铁路事业已经成了制约社会
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人们
对铁道部收入分配改革的
关注，是希望以此为契机，
撬动铁道部固化的利益格
局，给铁路事业带来压力、创
造活力，在方便老百姓出行
的同时，也推动其他行业的
发展。

中国铁路一直难以摆脱
政企不分、垄断低效的形象，
作为垄断行业最后也是最坚
固的一座堡垒，“铁路版”收
入分配改革或许有助于其自
身体制改革的推进，也因此
充满示范意义。

人们对“铁路版”收入分配改革的关注，并不仅仅因为炒得火热的春运，更多的是一种期待，期待固化
的利益格局能被打破，期待传统改革思路能够创新，期待铁路事业的短板能得到弥补。

封二

“幸运”的骆驼湾村还缺点啥
□王垚烽

2012年12月30日，习近
平总书记访问了河北阜平
县骆驼湾村，之后的半个月
中，各种发展项目、捐款捐
物、慰问演出等纷至沓来，
村支书顾荣金接待的客人
比过去一年接待的还要多。
顾荣金说：“之前到处找投
资商，人家不愿意来，现在
总书记来了，就啥也不缺
了。”(1月21日《新闻晨报》)

平心而论，我并不怀疑
一些“后来者”的良善初衷，
但另一些官方色彩浓郁的

“下乡慰问”却让人感动不
起来。从节目先行的“文化
下乡”到“县里出钱给村民
粉刷外墙”，这些锦上添花
的“堆砌式关怀”无不散发
着一股权力的“媚上”气味。

造成目前这种救助情
况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其中关键的一点在于，一
些官员把民众当作制造政
绩的“道具”，热衷于树立一
两个典型、捧红个别幸运
儿，以向“上头”展现自身的
亲民作风。于是，自然而然
地便会出现“上头”视察哪
里，底下的官员就重视哪

里；“上头”造访谁的家，谁
就成为地方政府座上宾这
样的怪现象。

骆驼湾村无疑是幸运
的，然而，能摊上这等“幸运
事”的毕竟是少数。如何让
那些与骆驼湾村情况类似
的贫困山村都能够幸运、

“不缺”起来，或许才是全
社会尤其是执政者应该思
考的问题。要是哪一天，骆
驼湾村的“幸运”不是天上
掉下来的，而是当地村民
通过合法程序争取来的，
那中国农村一定是另一番
模样。

事件观

□斯涵

“广州的出租车不能随
外地‘的哥’们回老家过年
了。”日前，广州市交委副主
任颉亚林向记者证实，该市
要求凡广州市籍的营运出
租车，承包司机春节期间一
律不得擅自驾驶自己承包
的营运出租车回乡，否则注
销承包合同。(1月21日《人民
日报》)

一方面出租车丢在广
州空置，另一方面司机自己
和家人要挤入浩浩荡荡的
春运大军；一方面车辆每天
还照样要缴纳高达300元的

“份子钱”，另一方面司机却
又不得不掏腰包去购买炙
手可热的火车票；若回去则
会被注销承包合同，若不回
则势必面临着“有家难回”
的窘境。几番对比，令广州
出租车“自驾回乡”的禁令
显得那么不通情理。

对此，广州市客管处办
公室的解释颇站不住脚：一
是如春节期间司机将营运
出租车开回家探亲，可能会
出现打车难的情况。但是若
司机执意回家，其出租车依
然还是不能营运，并不能缓
解运力紧张的困难。

第二个理由是未经企
业同意，司机将出租车用于
营运以外的其他用途有违
其作为城市客运交通的服
务属性。但是法律人士指
出，出租车公司如果与司机
的合同没有此项规定的话，
是不得限制司机对车辆使
用的，而且以前都可以“自
驾回乡”，说明今年此规只
强调企业的利益，而忽视了
对司机权益的保护。

第三个理由是可能会因
为长时间开车而出现疲劳驾
驶的情况，存在安全隐患。这
个管理部门要拿出数据来证
实，而不能仅凭一家之言。据

此就限定司机不得不弃车
回乡，有强词夺理之嫌。

诚然，出租汽车属于公
共交通，必须承担社会责
任，但是出租车毕竟不同于
一般的公共交通，“的哥”们
每月上交近万元的“份子
钱”，却没有对出租车的自由
支配权，连一年一度的春节
都要在车与人的两难之中抉
择。反之，管理部门和出租车
公司既恪守份子钱的旧约，
又出台严禁“自驾回乡”的新
规，行政命令干预市场行为，
犹如权力酒驾，于情于理于
法都说不过去。

其实，要想让春节期间
广州出租车营运如常，方法很
多，要么免除节日期间的“份
子钱”，要么提高司机收入，要
么在一定条件下依然允许“自
驾回乡”，这样留下来的的哥
心甘情愿，回家过年的的哥心
情舒畅，无疑要比粗暴的一纸
禁令要好得多。

设置限速之前是否该亲自走一趟

□唐伟

220国道滨州-济南段，
短短127公里的路程却出现
77处限速牌，让驾驶人苦不
堪言。(本报今日A08版)

很明显，这种设计不仅
不能促进道路交通安全，反
增其乱。一方面，司机在高
度的戒备过程中，有因过度
分神而导致事故之虞；另一

方面，让人无所适从的限速
势必产生大量的交通违法，
并因此引起驾驶员反感和
抵触，让人产生“钓鱼执法”
之疑。不然，限速设计何以
如此怪异而无序？

即便抛开“设限为利”
的诛心之论，127公里设置77

处限速牌显然缺乏人性，更
遑论以人为本。或许，对于
管理者来说，这样的设置因
为严苛而带来管理上的便
利，也能更好地减轻自己的
责任，却极大忽视了被管理
者的感受，以至于连最基本

的合理性都忽略了。
道路限速设置是一件

很严肃的事情，对于相关部
门来说，判断合理与否并不
难，只要驾车亲自体验一
下，从驾驶人的角度去感受
一下就很容易找到答案。另
外，要多走出门听听外界的
呼声和意见，不要闭门造
车。如此才不会让人晕头转
向，并因此折损了自身形象
遭人诟病。

苦等“红灯”40分钟
前方交通指示灯发生

故障，一直显示为红灯，作
为司机，你会怎么选择？乌
鲁木齐李女士的做法是：打
电话报警，苦等40分钟后，
才选择“闯红灯”。李女士的
遭遇经媒体报道后，竟引发
争议。有人被李女士执著地
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感动，
也有人认为李女士太“轴”、
一根筋。(1月21日《中国青年
报》)

我们赞扬李女士的行
为，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是，李女士的做法并不经
济，她应该选择一个比“苦
等红灯40分钟”更优的方
案，既不违反交通规则，又
最 大 限 度 地 保 持 道 路 畅
通。但显然，这样的方案不
能靠驾驶人之间的默契，
而应该基于交通法规的明
确规定。比如在有些国家，
在考驾照的时候就有“如
果十字路口的交通信号灯
发 生 故 障 以 后 如 何 过 马
路”这样的题目，答案是

“按照顺时针的顺序，每个

路口依次通过一辆汽车”。
相信这个国家的驾驶员遇
到李女士同样的问题时，
不会做出和李女士一样的
选择。

只有让驾驶员任何时
候都有章可循，他们才不会
在停与走之间左右为难。相
比等待40分钟红灯这样的
守法公民，我们更愿意看到
当信号灯出现故障时，车辆
仍然能够安全有序地通过
路口。

刘昌海/文 赵国品/画

让站着回家者

享受半价有何不可

以“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来概括春
运，可谓恰当。技术的进步
带来对春运的新期待、新诉
求，相关部门需要考虑，如
何让进步惠及更多人，给大
家提供同样公平的机会。

网络购票的技术门槛
总是存在，改革不应往后
撤。鼓励学生等群体为农民
工义务服务是一个途径，天
津已有民间团体在这么做
了。铁路部门和各级工会组
织，同样需要把服务做得更
到位。

再比如，既然是政府定
价，在重大节假日小型客车
免收高速通行费的当下，让
只能买到站票、站着回家的
人——— 农民工是主体，享受
半价优惠，有何不可？票价
的损失，可适当上浮卧铺价
格来平衡。种种细节问题，
则应通过强化管理来解决。

(据《人民日报》，作者：余荣
华)

谨防房价再度失控

去年5月后本轮房价得
以持续进入反弹通道，并且
于去年12月再创历史新高，
则既与我国宏观经济面的
趋稳回升有关，又与货币政
策的宽松预期进一步明确
有关，更与我国城镇化建设
的既定国策密切相关。

固然，房价的探底企
稳，不仅是我国经济向好的
前兆，亦是我国经济得以真
实复苏的前提条件之一。但
是，如果房价的反弹速度过
快、反弹幅度过大，尤其是
当下的房价已创历史新高，
则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因
为，由此不仅宣告我国自
2009年以来房地产调控的
失败，还会将当下本已悬殊
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地
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症亦
将持续发作，我国经济增长
结构的真实转型更将因此

难以落地。(据《新京报》，作
者：杨国英)

委员“吃不饱”

不止是矫情

“讲节约本来挺好的，
呵呵呵，就是有点吃不饱！”
在广州市政协会议港澳组
分组会议期间，明星委员曾
志伟率先发表会风感言。

政协委员的四菜一汤
分别为卤水拼盘、芋头腊
肉、荷兰豆莲藕炒木耳和白
切鸡，荤素搭配很不错了。
据称委员们抱怨，虽然是

“菜式不错”，但“分量少了
点”，我想，即使分量再少，
但有四菜一汤，用来下饭，
也应该是足够的了，想来，
米饭之类的主食，总是管饱
的吧？

现在人人都说要改革，
但都只希望改别人的，改革
一触动自己的切身利益，就
有点不适应。“节俭挺好就
是吃不饱”或也因此吧。(据

《北京晨报》，作者：钱夙伟)

>>媒体视点

严禁的哥“自驾回乡”不通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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