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

社会抚养费成为近日的舆论热
点。日前，国家审计署官网发文称，
近年未组织过全面审计，未全面掌
握资金底数及相关惠民政策措施落
实情况。这一回应更加重了公众的
忧虑。

社会抚养费之所以深受关注，
原因大抵有二，一是随经济社会环
境变化，围绕生育政策调整的讨论
不断出现，俗称“超生罚款”的社会
抚养费在其中屡被提及；二是多年
来其征收、管理、支出等并不规范，
账目不清、权力腐败等现象客观存

在。这一点尤其受人诟病。
作为一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社

会抚养费的初衷是为了补偿社会
公共资源的不足、控制人口数量。
但据新华社报道，一些地方把这笔
钱视作“肥肉”，政策的本意被抛到
一边，“创收”成为一切。由此征收环
节出现了“放水养鱼”、“打折促销”、
权力寻租等诸多问题，最终遏制超
生异化成只要交钱就可以生。征收
如此之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关
部门和人员能从中分得一杯羹。按
照规定，社会抚养费应统筹用于本
地区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支出，但
在一些地方，这笔钱并未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也并未执行“收支两条
线”的管理制度，而是进入地方政府
的小金库，用于县乡两级的办公经

费、人员经费、奖金等支出，负责一
线征收的部门和工作人员甚至可从
中获取“提成”。

社会抚养费制度牵涉公共利
益，群众对此应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按照有关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
缴纳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掌握，最
后资金的使用权又在地方政府手
中，本身灵活性和弹性就比较大，需
要从严把关，以便遏制地方利益、部
门利益的冲动。实施层面出现的种
种问题，更提醒对此加强监督的必
要，但从现有情况看，不但审计部门
未对其进行全面审计，其管理使用
等方面信息也少见主动公布。日前，
有法律界人士向各地申请社会抚养
费信息公开，在此情况下，虽有17个
省份提供了相关数据，但也有十多

个省份或不予回复，或回复称不能
公开。这类信息很可能让群众产生

“捂盖子”的印象，加重对该制度的
不信任。

当下，随着公众的深入关注，社
会抚养费的种种问题已经暴露出
来。如果放任这笔“糊涂账”延续下
去，不仅损害群众的利益，而且很可
能消解这项收费的正义性，甚至
对未来计生政策的完善和优化产
生负面影响。如何整顿乱象，让社
会抚养费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先
得改变已被扭曲的利益格局。当
然，要让地方既得利益者割自己
的“肉”并不容易。群众更希望，卫
计委、审计署等部门承担起责任来，
建章立制，从“上游”给社会抚养费
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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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半年多，全国酝酿设市、
设区的县有上百个，这是一种典
型的政绩冲动，与加大县城和
小城镇建设的战略意图背道而
驰。如不明令禁止，耽误了发展
不说，还会严重冲击农村社会稳
定。

农村安全是社会安全的基
础。一窝蜂撤县设市、设区，反映
出一些地方政府除了盯着农民的
土地，抠土地财政，已经没有心思
搞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
了。“撤县设区”把权力上收到地
级市，“撤县改市”在名分上有了
升格，这是在挑战最为敏感的社
会安定底线。

新型城镇化的大方向是盘活
三农全局、引领四化同步和统筹
五位一体，但很多人仍在借新城
之名，行夺地之实，抬高房价和地
价。如果不打破城乡分治的制度
障碍，如果不能实现经济结构
与社会结构相互叠加的复合转
型，新型城镇化就会演变成为
一场灾难。失去土地的农民在
城市买不起房、找不到工作、享
受不了公共服务，想回农村又回
不去。土地上长出的是一座座高
楼，他们在不安中生活，不知道出
路在哪里。

公共资源向县城和小城镇转
移，农民有权作出进城还是留村
的选择。如果进城，要有相应的
就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制
度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有的
大城市搞所谓积分制，本质上
是嫌贫爱富。对那些选择进城
的农民，也要为他和他的家人设
立3-5年的过渡期，保留他们在农
村的土地，便于平稳完成起步阶
段的过渡。

现在，农村空心化严重，青壮
年农民都不愿意留在农村。都不
种地谁来养活中国？都不当农
民谁来保证粮食安全？建议给
县城和小城镇 3 0年培育期，让
有条件的农村就地城镇化，农民
就近市民化，在户籍、医疗、教育
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均等的待
遇。

最近10年，很多地方政府都
在喊土地指标不够用，认为这是
他们与农民之间最尖锐的矛盾，
这种想法仍然是要地不要人的惯
性思维。今天搞新型城镇化，就是
要面对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农
村没有土地，在城市贡献的是自
己青壮年时期的劳动力。城市所
需要的，不是一个个完整的人，而
仅仅是每一位农民工兄弟苦脏累
工种的劳动付出。

事实上，每一位农民工市民
化的成本，在县城和小城镇大约
为5万元，在地级城市大约为10万
元，在大城市大约为20万元。这个
成本，并没有超出中央和地方财
力的承受范围。中央一定要下决
心，带头动刀子割肉。

早在1997年，国务院就作出
暂停审批县改市的决定，之所
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很多地
方盲目追求县改市，冲击了以
县制为主要特色的传统行政管
理系统，造成很多县级市出现

“虚假城市化”弊病。现在，这些
老毛病又发作了，简单地把县
一撤了之，甚至让农民“被上
楼”，实际上背离了新型城镇化
的初衷。

(摘自《中国青年报》，作者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新型城镇化
研究小组负责人彭真怀)

□北方

9月4日，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
兼营运部主任苏顺虎，因涉嫌受贿
2490余万元，在北京市二中院出庭受
审。苏顺虎当庭认罪，并在庭审最后
哭诉自己出身贫苦农家，希望获得从
轻处理。(9月5日《京华时报》)

“悲情牌”能说明什么问题？2490

余万元受贿款，难道就不是老百姓的
血汗钱？今日终于知道了法律的威

严，知道了用眼泪博取同情，那昔日
为什么就忘记了法律、抛弃了操守？

涉嫌受贿2490余万元，苏顺虎的
忏悔是应该的，“砸锅卖铁退清赃款”
也是必须的，相信法庭会给出公正的
判决。面对苏顺虎的哭诉与求情，最
该反思和受到启发的，还是那些在岗
位上的官员，特别是那些心存侥幸，
已经伸手贪腐或者想要伸手的官员：
与其有朝一日不得不在法庭上痛哭
流涕，不如在官位上守住底线。

□李光宇

2013年3月云南省出台新规，十
余万代课教师将获得重要的一笔补
助，但同时被要求自证代课经历。在
艰难的自证前，贫困、衰老的代课教
师程兴贵叫喊着“我有证人，我有证
据”，从近50米高的瀑布跳下。

程兴贵自杀是极端个案，但和他
一样，面对冰冷的行政审核，无法“自

证”教龄的人却不在少数。程兴贵最终
以死自证，成为这一群体的新创口。

为了当地的发展，代课教师曾付
出很多，但被遗忘了。经济的发展，就
是为了改善人们的实际生活，面对代
课教师这样的弱势群体，管理者更应
该给予足够的关心，而不是拿所谓的
规定，掩饰自己的不作为。程兴贵的
自杀，既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也是当
地教育管理者的耻辱。

□许晓明

在国家级贫困县河北省曲阳，村
书记刘会民在任10年间，通过黑社会
性质组织非法敛财达7100余万元。近
年来，村官犯罪呈逐年高发态势，涉
案金额也不断递增，“小官大贪”的不
良趋势值得警惕和防范。(9月5日《第
一财经日报》)

村官在“山高皇帝远”的农村，上
级监管部门都在镇上甚至县城里，客

观上形成了针对农村的监管薄弱环
节。村官们获得了独立开展工作的自
由，也给了少数贪图私利的村官自由
发挥的“灰色空间”。

从兴隆村书记的荒淫海外游，再
到刘会民的有组织犯罪，农村干部队
伍中的荒唐事在提醒纪检部门：对村
干部，离得越远要抓得越紧；对村民，
离得越远要贴得更近。不把监管的

“耳目”探入农村，会有更多荒诞的
“坑农”故事流传。

葛公民论坛

守住底线胜过“法庭上痛哭”

“全能”的村官亟需全力监管

“以死证明身份”是管理者的耻辱

社会抚养费的糊涂账不能再捂了
社会抚养费的种种问题已经暴露出来。如果放任这笔“糊涂账”延续下去，不仅损害群众的利益，

而且很可能消解这项收费的正义性，甚至对未来计生政策的完善和优化产生负面影响。

“抢”农村土地扭曲了城镇化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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