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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冲锋” 小乔

有知情人反映，南京市住建委的下属

部门安全鉴定处最近刚刚给科室的工作

人员配发了统一的“奥索卡”（OZARK）牌

冲锋衣，每件价格近3000元。记者调查发

现，三个楼层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穿着

“冲锋衣”在空调室内办公已经成为了一

道“别样”的风景。（《扬子晚报》1月27日）

冲锋衣是一种户外运动的着装，在

登山攀岩时穿着可以很好地御寒保暖。

不过,这家机关工作人员却是坐在空调

房里“冲锋”办公，一边昂贵地开着空调，

一边昂贵地穿着冲锋衣，结果便成就了

这道昂贵的办公室风景。据说是要“统

一形象”，这形象确实够统一了，今天统

一的还只是冲锋衣，明天还可能要统一

奥迪车、豪宅房。

可惜，这样的形象越统一，只会越落

得个神憎鬼厌！

“国八条”的四个“杀手锏”
谭浩俊

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 26 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

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

场调控工作。此轮调控共涉及价格管

理、信贷、税收、限购、土地供应、住房保

障、约谈问责、舆论引导等八个方面的内

容，简称“国八条”。

虽然从内容上看，“国八条”都是对

现行政策的延伸，但是，从力度来看，显

然有了很大的提升和突破。归纳起来，

有四个方面的“杀手锏”。

第一，政府对房价问题的责任有了

明确的参照目标。“国八条”明确要求，

2011年各城市人民政府要根据当地经济

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

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合理确定本地区年

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并于一季度

向社会公布。也就是说，过去一直被虚

化的调控目标，如今有了明确的参照物，

即必须与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相

适应，否则，就是房价过高，就要追究地

方政府的责任。

第二，限购的范围明显扩大、力度明

显加大。“国八条”对限购寄予了很大的

希望，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

和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对已拥有2

套及以上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拥

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

庭、无法提供一定年限当地纳税证明或

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

庭，暂停在本行政区域内向其售房。毫

无疑问，此举对抑制投资和投机性购房

是十分有效的“杀手锏”。

第三，较真保障性住房建设。“国八

条”对保障性住房建设不再是提原则性

要求，而是明确了责任。各地要增加土

地有效供应，落实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

造住房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不

低于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70%的要

求。在新增建设用地年度计划中，单列

保障性住房用地，做到应保尽保。在保

障性住房建设方面的较真，会对地方形

成一定的约束力和影响力。

第四，提高了投资投机性购房的成

本与风险。以往，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

十分旺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投

机性购房的成本过低、风险过小，而获利

空间过大。“国八条”显然在这方面拿出

了“杀手锏”。一方面，强化差别化住房

信贷政策，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

庭，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另一方面，加

强税收征管，调整个人转让住房营业税

政策，对个人购买住房不足5年转手交易

的，统一按销售收入全额征税。毫无疑

问，投资投机住房的成本将明显提高、风

险将明显增加，这也逼迫投资投机住房

者不得不重新作出选择。

总之，此次调控政策出台于春节前

夕，可谓是把握了良好的时机。当然，

“国八条”要真正发挥对房地产市场的调

控作用，还要有新的措施和办法跟进，尤

其在如何落实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责任

方面，要有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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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送清华”
是一种隐性福利

毛建国

河南汝州市正在实施一项干部“充电”计

划，不是“选派”干部而是“全派”。2010年，该

市159名正科级干部在清华大学进行了为期

一周的公共管理轮训。他们计划今明两年，

把剩下的600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都轮流在

国内名校“充电”一次。从去年开始，汝州市财

政每年预留300万元作为干部培训经费已经

制度化。(本报1月28日)

社会的复杂之处在于，越是荒诞的

东西，越喜欢穿盛装掩饰自己。汝州干

部免费进清华，也不例外。按照汝州市

委书记李全胜的说法，当地个别干部思

路不宽、解决矛盾的“法门”不多、谋划运

作“点子”不足，这势必阻碍经济发展的

步伐。领导干部只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加

强学习、研究问题上，才能把当地的发展

放在全省、全国乃至全球的大格局大背

景下去审视、去谋划。

听起来多么冠冕堂皇。但李全胜似乎

忘记了两点，其一，凭什么官员培训要由公家

买单？其二，为什么官员头脑只想“补”不想

“换”？一个普通民众要想提升自己的能力水

平，只有努力学习参加考试“华山一条路”，而

且费用必须是从有限的工资中支出。一群为

人民服务的官员，凭什么要人民币为他们服

务？诚如李全胜所说，当地个别干部不太符

合发展的需要，为何不提拔重用一批德才兼

备的人，以新鲜血液来提升整体水平，并促进

官员自学奋进之风？

或许，汝州把官员送进清华学习，会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官员能力水平的提升。但会否

个个有提高，能提高多少，还只是未知数。但

当前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公费培训作为一

种隐性福利，已经在自觉不自觉中助长了官

本位，已经让官员产生了特殊意识。

送往清华学习最多提升“能”，而公费培

训却直接影响“德”，真的很难相信，这会是一

个明智的决策。

老报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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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给孩子什么样的礼物好？当然是

“压岁钱”啰！许多人一定会不假思索地这

样回答。

过年给孩子“压岁钱”既体现了长辈对

小辈的疼爱和呵护，也反映了小辈对长辈

的依恋和敬重。故此，此春节一景，绵延数

千年而不衰且近年来愈来愈盛。因其盛，

再加上独生子辈、孙辈在家庭中的地位愈

来愈重要，所以，“压岁钱”面额由小逐年变

大，“压岁钱”的数字也由少逐年增多，“压

岁钱”的来源也由单一逐年多元化。

然而，如何处理这笔可观的“压岁钱”，

不少家长不但没有和孩子们过多地商议，

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反而听任孩子随

心所欲、小鬼当家，因此引发出许多不愉快

的事情来。有的孩子攥着“压岁钱”，邀来

一批批同学下馆子“吃大户”；有的孩子用

积存的“压岁钱”，日后“贿赂”同学替自己

做作业、打扫卫生；更有媒体报道5名小学

生曾于春节期间疯狂购物，一天花了3万

元压岁钱。凡此种种，既使“压岁钱”中蕴

涵的浓浓爱心变了味，也助长了孩子们大

手大脚乱花钱的不良习惯。

有鉴于此，“压岁钱咋花”便成了家长

们眼下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一件“大事”。

首先，摸清孩子“压岁钱”数目，帮助孩

子制订消费计划。比如，购买一些健康有益

的课外书籍。其次，与学习社会知识相结

合，寓理财于快乐之中。比如，可帮孩子开

个储蓄账户，传授孩子一些金融知识，同时

也监督了“压岁钱”的去向。

让“压岁钱”来路正，去向明，“花”得有意

义，家长们一定要动点心思当好“指导老师”。

时近春节，在各地打工谋生的农民

工们，背着大包小包，潮水般地涌向火车

站、汽车站，匆匆奔向回乡之路。这场面

实在令我们唏嘘不已。唏嘘之余，引人

深思。

1.2 亿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是城乡二元

结构的产物，是近年社会关注的一大焦

点。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贡

献，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并没有被城市

真正接纳，处在不城不乡的尴尬境地。他

们既有许多物质的诉求，也有精神文化的

诉求，需要心灵的抚慰和情感的寄托。

不久前，京城一家权威研究机构对

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作了抽样调查，调

查表明，80%的农民工在打工城市的文化

消费为零；在农民工工作单位或住地有文

化设施的仅占8%；60%的农民工已十年没

有看过一场电影；90%的农民工打发空闲

时间的办法是：睡觉、喝酒、打牌、逛街。

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是农民

工收入有限，二是社会对此没有足够重

视。夏天放几场电影，冬天送几场文艺演

出，好是好，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有识

之士指出：政府应将为农民工提供文化服

务纳入正在进行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的整体架构之中，各级政府应承担文化

资源保障的责任。此其一。其二，相关部

门，如宣传、文化等应主动积极采取措施

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其三，用工单

位、社会各界尽可能为农民工提供文化服

务。建议政府将农民工的文化消费打入

生产成本，政府给予督促并鼓励。其四，

城市社区应将辖区内农民工作为日常服

务对象，与市民共同享用文化设施、场

地。其五，鼓励农民工开展文体活动，自

娱自乐，对打工者文艺团体、有文艺才能

者，进行指导和扶植，在农民工群体中根

植文化之花。

应该看到，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事关城乡统筹发展，这件事搞好了，既可

提高这一群体的生活质量，又可提升他们

的素质，化解某些精神情感危机，维护社

会稳定。尤其是大批农民工二代涌入城

市，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万万疏忽不得。

（作者系省城报界资深记者）

当好“压岁钱”的“指导老师” 翟福琼

重视农民工的精神文化诉求 乔国良

时事乱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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