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地下下室室里里的的秘秘密密

焦虑与期盼

本报深度记者 龚海

“德胜门打洞哥”私挖地下室，
造成了北京德胜门内大街出现18

米的大坑，自家的房子毁了，邻居
的房子也毁了。而这也一不小心揭
开了北京庞大而隐秘的地下空间。

北京的地下住着两类人：继往
开来的京漂，五湖四海的土豪。

租住在繁华都市里的地下室，
是不少北漂都有过的经历。从外地
到京城，从地下室走向地上屋，这
是许多北漂者的奋斗足迹。上世纪
90年代末，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北京
后，北京形成了人防工程出租的高
峰，并逐年递增。曾有网站盘点，孙
楠、王小丫等名人，都曾有过在北
京的地下室挨饿受冻的经历。

据保守估计，目前在北京地下
室生活的鼠族至少过百万人。地下
室虽然阴暗潮湿，但房租便宜，无
论对那些初来城市打拼而囊中羞

涩的年轻人，还是对四处寻医问药
的病人来说，无疑都是具有巨大吸
引力的暂栖之所。

不少北漂愿意在地下室内蜗
居，赌的是一个未来——— 他们认为
北京的机会更多，地下室只是人生
炼狱，自己终有一天会出人头地，
离开这里。

的确，都住在地下了，打拼后
的生活不会比这更坏。地下室因此
成为梦想的隐喻。但对另外一类
人，地下室则是权力的隐喻。

北京的房价连年水涨船高，居
民想要在地上扩大自己的生活面
积成本实在太高，能够守着一片土
地的人便将手伸向了地下。

据京城媒体报道，在北京城的
东城区和西城区，四合院私挖地下
室成为有钱人的“游戏”，且愈演愈
烈。中介称，挖地下室，是大多数购
买四合院者改造的必备选项，他们
就是冲着挖地下室来的。

四合院的买家大多是外地的
有钱人，但因为北京的限购政策，
让他们难以在京置业，于是不限购
的四合院成了他们的猎物。能在寸
土寸金的北京核心区买一座四合
院，并挖出地下室，对外地土豪来
说，不只是一种回报率极高的投
资，更是有里有面的事。

据房产中介讲，有买家买下了
四合院后便向下挖地下室。不像地
上违规加盖容易露馅被查，挖地下
室很私密，他们可以随意地花大价
钱去建地下王宫，于是，地下有了
游泳池、桑拿室、酒窖，甚至专门放
雪茄的房间。

在如此被强行“突破”的地下
空间里会友谈业务，自然够任性、
够霸气，更符合土豪的气场。“你没
有的我有”，正是这一层地板的突
破，让特权思维显露无遗，更让地
下室成为权力的标配。

不少贪官都有挖地下室的“癖
好”。浙江丽水市建设局原副局长
邹建新就在家中专门挖了一个40

平方米左右的地下藏宝室，用来存
放受贿的古董字画。谷俊山落马
后，也从他老家濮阳的“将军府”里
查抄了大量赃物，其中不少就藏在
他家的地下室里。

地下空间，就这样打开了观
察复杂中国的两个视角：一边是
寻梦者阴冷潮湿的起点，让人报
以同情，不过政府多次考虑到安
全，试图去关停它；一边是隐蔽的
权力场，因为权力的任性，屡屡让
监管难以推进，最终却让制度受
伤。于是，有一种愿望是打通地下
和地上的通道，另一种则是制度
刚性能把地板守住。把权力关进
笼子，让每个人共享出彩的机会，
这或许才是地下室该有的批判现
实意义。

说春节，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就是春晚。

从认同，到质疑，到讥讽……
“以不变应万变”的古训，在春晚身
上并不奏效，这也让“既离不了，又
讨厌它”的人们，颇有“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之感。以至于每每春节
将至，“春晚咋看”成了问题。

吸取了前几年“人人找茬”的
教训，羊年春晚到现在为止都很
低调，连大致的轮廓都不是很清
晰。尽管如此，吉祥物、主持人等
话题，仍被人们尽情奚落。

有网友将春晚面临的困境形
容为“人们日益提高的智商与春
晚不断下降的编排水平”之间的
矛盾。从这个角度看，公众智商的
提高势不可挡，解决的办法似乎
只有提高编排水平一条路。

事实上，春晚也在年年求新
求变，但时代进步了，一直被“政
治导向”、“社会影响”等重压的春
晚，很难完全实现人们想看到的
单纯“联欢”的真面容。

于是，吐槽不可避免。这也并
非是逞一时口舌之快，人们只是
期待在除夕夜团聚之时，能有一
场直抵人心的温馨“联欢”。毕竟，
除夕夜除了看春晚，还能干什么？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给给基基层层公公务务员员
更更恰恰如如其其分分的的回回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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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至，大街上匆匆
步履中，人们暂时能放下
的，是前一年的压力与无
奈。但另一种焦虑或期盼，
却随之而来。辞旧迎新，不
是每个人都能安然享受除
夕夜的阖家团聚，现实的烦
心事和未来的不确定，让很
多人被焦虑缠身。当然，有
焦虑，才更有希望。

这个春节，呼格吉勒图的父
母可以过得稍微轻松点了。儿子
沉冤得雪，国家补偿到位，一切
都向着好的一面发展。而将儿子
间接置于死地的那个“真凶”赵
志红的命运，也很快就能成为

“别人家的事了”。
相信很多人对这纸“意料之

中”的判决书，不会产生太大兴
趣，尽管赵志红所涉罪名：故意
杀人、强奸、抢劫和盗窃，无一不
吸引眼球，但失去了呼格这个参
照系，就会变得没那么重要。无
论“真凶”咋判，都已是象征意义
大于现实意义。

对呼格的父母而言，之前18

年的每个春节都是一种煎熬和
焦虑。如今，焦虑出现在了围观
者身上，正如有网友所言，“现在
最在乎的，莫过于追责”。相信春
节只是暂时冲淡这种焦虑，不会
让它走远。

“真凶”咋判？

被焦虑笼罩着的，还有为
2000多吨从韩国退运的大蒜发愁
的人们。

最新消息是，据蒜农说，有韩
方人员让“去告”，甚至“去世贸组
织告”，不过并没有韩方对此回应。

根据估算，这次退货将给蒜
农带来1000多万元损失，对于为
了做成这笔生意而大举借债的蒜
农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
能过一个“欢乐年”的迹象。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人心，中
韩自贸区达成实质进展的大背景
下，这起争端无疑再次给乐观的
人们以警醒：一纸协议不可能解
决所有问题，在没有实力改变而
又不得不参与其中的时候，只能
遵守别人制定的规则。即便如此，
也可能随时触雷。

而这只是开始，明年“一带一
路”的展开，亚投行的推进，无一
不涉及到国际规则的博弈，焦虑
将会接踵而至，但我们没有退路，
唯有迎头解决。但愿以后不再出
现“大葱咋办”、“大白菜咋办”等
伤农难题。

大蒜咋办？

春晚咋看？

且 慢

预见

请 讲

□讲评专家 杨禹

自从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审议
通过《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
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
舆论场就有不小的反响，有赞成
有期待，有质疑有反对。怎么看待

“职务与职级的并行”？本质上，这
就是怎么公正评价基层公务员群
体的问题。

我国的公务员队伍有700多
万人，其中近七成在“县以下”。要
看清给他们的回报合适不合适，
先要看清他们的现状。这是一个
复杂的群体——— 他们中有“老虎”
和“苍蝇”，有“一杯清茶两张报纸
过一天”，但也有兢兢业业、任劳
任怨、付出远大于回报者。

在互联网舆论平台上，对“老
虎苍蝇”总是放大传播，对“一杯
清茶”则是习惯性嘲讽，而对“兢
兢业业者”却很少有兴趣传播，更
谈不上放大。久而久之，网络舆论
中心地带里的“基层公务员”，就
被塑造成了一个扭曲的画像。要

看清他们，得越过网络舆论场这
道“选择性传播”的“坎儿”。

近500万“县以下”基层公务
员的真实现状是什么呢？可以归
纳成五句话：

其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
很辛苦。千条政策、万件部署，最
终归于一处，要由他们来具体落
实。

其二，他们干起活来很纠结。
要落实的事很多，手里的钱有限。
既要发展经济，也要改善民生；既
要追求效率，还要构建公平。

其三，他们受到的约束越来
越严格。“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
授权不可为”，依法行政的法规约
束在加码，党纪政纪愈发严格，公
众监督逐渐有效。

其四，他们的收入并不高。大
多数人的月收入在两三千元，在
本地不同人群中属于“中低收
入”，而承担的责任又属于“中高
责任”。

其五，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官
场生态”所累。个人事业面对着

“金字塔式”越缩越窄的晋升空
间，很容易陷于迷茫。部分地区一
旦“政治生态”扭曲，更会转变为
对基层公务员的沉重心理压力。

有旁观者可能会轻松地说一
句，“别抱怨，不想干你自己走人
啊”。这种评说可以有，但显然，不
该是“国家态度”。公务员队伍是
国家治理的核心团队。在一个健
康的现代社会里，最优秀的人不
应该都奔着公务员队伍里钻，但
这个队伍也不应成为社会最不优
秀者的聚集地。公务员群体的文
化素质、遵纪守法素质、执行能
力、社会沟通能力，应居于社会人
群的中间层，亦是中坚层。他们理

应获得合理的劳动报酬和职务职
级晋升机会。

怎么制定并落实“基层公务
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是个很
严谨的具体操作问题。而怎么看
待这个制度，则体现对这个群体
的价值判断、现状判断和主流预
期。中国社会的主流舆论应该杜
绝两种极端态度——— 要么以一些
负面事例为依据，认为整个基层
公务员群体都“萎靡、低效、滥权
和失职”，要么只凸显一些正面事
例，而忽略对公务员队伍的正风
肃纪和制度要求。这两种态度都
属于盲人摸象，都是用“局部真
实”简单代替“全局真实”的看问
题方法。

事实上，用全面、理性、均衡
的眼光来看待基层公务员群体，
极其重要。给他们实事求是的责
任压力，也给他们实事求是的合
理回报——— 劳动报酬和事业进步
空间，才是国家正常健康前行的
需要。若不能形成理性的舆论氛
围，这个好制度可能执行不下去，
或可能在很多公众非常“拧巴”的
一种注视下执行。

改革决策者则需要准确把握
推行“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改革”
的时机。试想，如果十八大之后，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上来就先
搞这项改革、先给公务员涨薪，然
后再大力推动反腐高压态势和整
顿作风，那么，13亿老百姓恐怕很
难理解和接受。

而事实上，两年多以来，反腐
倡廉已初见成效，党风政风有了
积极变化，老百姓看在眼里、比较
满意，在这个时候积极推动“职务
职级并行改革”，次序得当、时机
正好。

▲杨禹，国家
发展改革委城市和
小城镇改革发展中
心研究员，央视特
约评论员

▲北京地下室私
挖泛滥，执法人员用
雷达探测查处。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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