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参与电台直

播节目，与听众进行了交流。温家宝说，相

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房价会回到合理

的价位。（见昨日本报11版）

对于“总理有信心让房价回到合理价位”的

解读，我认为有三个角度：其一，让监管部门树立

调控信心；其二，给信心不足的社会公众打气；其

三，给市场传递信号，以改变房价上涨预期。

要把总理的信心变成现实，还在于宏观

调控要给力——不但调控的精准度、力度要

给力，而且政策的执行和落实也要给力。但

观察现实，宏观调控并不太给力，没有解决土

地财政问题，可以说精准度不够；政策执行不

够，总理也承认“现在看落实的还不够好”。

虽然今年先后出台的“国十条”、“国五

条”重点是抑制投机，但只有信贷杠杆，缺

乏税收手段，房产税理应早日出台而迟迟

不能出台，这就是今年宏观调控不给力的

一个例子。单论“抑制投机”，不但有房产

税这一武器可用，还可以再推空置税等政

策。香港增推“额外印花税”4天就能成功

冻结炒楼之风，就充分说明，想抑制楼市投

机并不是很难，真正难的是缺少决心。

保障性住房建设从中央要求的规模上来

说也很给力，明年计划建设1000万套保障

房。但联想到2009年的地方廉租房建设完成

任务不足一半，让人对明年保障房任务能否

完成产生质疑。

总理对于房价的承诺，不是个人承诺。

要想兑现这一官方承诺，首先要考虑几个问

题：一是明确房价的合理价位；二是调控房

价从上到下要责任到人；三是房地产的支柱

地位要动摇；四是土地财政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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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筑起生命的安全长城
周玉冰

岁 末

年初，往往

是社会治安较为复杂的时期，这不由得

让我们再次说起“校园安全”这个话题。

“校园安全”似乎处在许多人的

意识边缘。可是今年在 3 月 23 日的福

建南平，到 4 月 30 日的山东潍坊，不到

40 天的时间内发生了 5 起校园血案。

整个社会为之惊悸，校园安全问题立

即上升到国家层面，整个社会都在思

考：我们该怎样保护孩子?

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 1.6 万名学

生非正常死亡：学生因安全事故、食物

中毒、溺水等死亡的，平均每天有 40 多

人，就是说几乎每天有一个班的学生在

“消失”。 这是令人痛心的数据，其后

面牵涉到多少家庭的幸福。一个个触

目惊心、血泪交织的悲剧不能不叫人扼腕

叹息，也更对我们敲响了安全的警钟。

每 一 个 人 ，无 论 是 大 人 还 是 小

孩，来到这个世上，就会生活在一个由

亲情、道德、责任、义务等等所交织的

密切的关系当中。一对普通父母昏天

暗地的哭诉，多年来一直撞击我们的心

扉。他们在海南读书的儿子在“五一”

出游时被海浪卷走身亡，他们从山东赶

到海南，痛不欲生地哭道：“儿啊！我不

需要你千里迢迢到这念什么本科，现在

我只要你能够平平安安地站在我面前

啊！”是的，生命都没有，谈何学习？

当前，饮食、交通、网络、水电、火灾、

毒品、侵害等等方面，危害孩子们安全的

因素太多，每时每刻都让家长、社会放心

不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

永康同志在全国综治维稳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上说道：“社会安全最重要的是

人身安全，最让人牵挂揪心的是孩子安

全”。 教育部长袁贵仁也在第十五个

“全国中小学安全教育日”强调：“生命

不保，何谈教育？”

我们不能把校园安全的责任全部推

给学校。校园安全事件的根源许多因素

在于社会。要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需要

全社会共同努力，眼下我们至少先从治

标的角度加以防范，从技术层面、资金投

入、综合配套等方面将安全事故降到最

低。当然，最重要的不是手段，首先是意

识，安全第一的意识一刻也不能松懈，对

于孩子的校内外安全，容不得半点麻痹和

侥幸，必须人人讲安全，时时讲安全，事事

讲安全，牢牢筑起生命的安全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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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盘点
湖南籍农民工为讨薪找说法，反被老

板叫来的打手毒打，一死三重伤。这是12

月 26 日下午发生在广州芳村海南村天嘉

蔬菜批发市场附近一工地上的惨剧。目

前，伤者伤势稳定，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控

制。（12月27日《广州日报》）

时值岁末，“讨薪被打”频发刺痛了眼

帘，农民工的权利很受伤。“讨薪被打”年复

一年屡禁不止，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仍需高度重视。这让我想起今年全国两会

期间，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鸣起呼吁的“恶

意欠薪罪”。对这些无良老板，道德谴责显

然是隔靴搔痒，只有从法律上予以严厉的

制裁，或许这才是标本兼治之举。

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不得克扣或者

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但在现实生活

中，违反此规的无良老板，也只是物质上的

补偿，并没有被绳之以法，这不能不说是一

种遗憾。不解决欠薪问题的法律制裁，农

民工讨薪被打在所难免。法律的缺位，使

得农民工讨薪被打成为年终岁末的一道景

观，我们见得还不够吗？

当下，农民工讨薪被打急需开辟一条

新的救济渠道，使他们的权益能够及时迅捷

地得以保护，而该途径最为有效最有威慑力

的无疑就是刑法保护。“恶意欠薪罪”一旦形

成并付诸实践，农民工应得的全部薪酬再也

用不着尾随无良老板的屁股，让那些无良老

板打得头破血流。在年复一年农民工讨薪

被打的语境下，加快“欠薪罪”的立法进程，

显然已是刻不容缓！

“讨薪被打”频现
急需“欠薪罪”护驾

黄春景

让房价回归合理价位，宏调还需给力
冯海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