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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到红薯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虽然未必学过毛主席的游击战“十

六字诀”，但是，在北京街头的小贩，却

无师自通地跟城管打起了游击战。

据《新京报》报道，日前，北京街头

几名卖烤红薯的商贩配备了对讲机，以

应对城管的突然检查。通过对讲机，可

以与 1 公里范围内的其他商贩互相通

话，当一名商贩发现有城管时，便会通

过对讲机通知其他人，及时躲避。据小

贩们讲，自打用了这种“高科技”，被城

管逮住的几率大大降低了。

手机彩信杂志《漫天下》独家供稿

人代会为开局之年定下“民富”基调
张 扬

瑞雪兆丰年。

新年伊始，从各地

召开的人代会上不

断传来了百姓利好

的消息，北京、安徽

等省市不约而同地表明，把今年居民物

价消费价格涨幅指数控制在4%左右；重

庆甚至明确将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

基尼系数，“十二五”期间明确控制在“警

戒线”以下的0.35。这是个好兆头。

把老百姓关注的生活物价、收入分

配用鲜明的数字写进了政府的工作报

告，这是前所未有的，很有意义，很给

力。这是贯彻中央“民富”的方针，真心

为百姓谋福祉的写照。

一年一度的经济发展规划，政府的

注意力是很明显的。因为经济要发展，

就必须重视GDP；地方要建设，就必须要

关注财政收入。然而，今年的政府却把

地方的发展、城市的建设最终的落脚点，

都集中到对物价的控制、民生的改善、提

高居民的实际收入上。用政策来保障提

升居民的分配收入，降低百姓的生活支

出，从而直接推动缩小贫富差距，以促进

共同富裕的“民富”。这种量化的数字，

看得见的指标，就是民生GDP，就是民众

的幸福指数，尤其是“十二五”的开局之

年，意义非同一般。

关注民生，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件最

正常的事。但在当前经济运行面临如此

复杂的情况下，要控制物价水平，稳定居

民收入，本身压力就比较大。而在这种

形势下，政府勇于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高

调承担责任，自身强化责任，像重视地方

GDP、重视政府财政收入一样，明确重视

居民贫富差距，百姓的生活物价，并把它

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项硬指标，真正是一

件值得称道的事，也是老百姓所期盼、所

拥护的事。

诚然，明确了目标并不说明事实已

经实现。尽管前进的道路困难会有很

多，特别是像基尼系数这一类“升上去容

易，降下来难”的指数。但是，我们还是

充满着信心，期待着这一年。因为，毕竟

有了政府面对困难的决心和勇气，毕竟

有了开局之年的好兆头。

（作者为省收入分配研究会常务副

会长，省人事厅原副巡视员）

光阴似箭，又一个年关到来了。旧社

会，穷苦人家一到快过年时，催租的、要账的

便找上门来，好不难过。正因为过年如同过

关，老百姓才称为“年关”。如今，人们的生

活普遍好了，过年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再是什

么“关”。不过，随着春节的临近，现在不少

人仍有“年关”之感，过“年关”同样存在，只

不过是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变化。

近年来，变味的拜年风越刮越烈，有

的成了拉关系、走后门甚至行贿受贿的代

名词。因此，领导干部同样存在过年“关”

的问题。有资料显示，因贪赃枉法而受法

律惩处的贪官，在春节期间肆无忌惮地索

贿受贿的比例占所有案例的 31％。据北

京市丰台区检察院一名有７年反贪侦查

经验的检察官介绍，有近两成受贿的贪官

都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跟行贿人第一次

搭上关系的，年关成为一些为政不廉领导

干部难迈的一道坎。

中国民用航空江苏管理局原局长崔学

宏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最盼望的是多过

几次年，我有个春节情结。过年除了收红包

之外，还收了许多名烟名酒，抽不完、喝不

完，就拿到民航开办的餐厅、饭店去卖，仅此

一项，一个春节下来，就能收入１０万元。”

慕绥新逢年过节“从最初接收礼物觉得理亏

心虚，到一次收受１０万美金觉得心安理

得”；成克杰逢年过节“从最初在家收些烟

酒，发展到带着小孙子走遍广西全境向各级

官员索要压岁红包”…… 如今，对于领导干

部来说，年关变成了“廉”关，成了考察党员

领导干部是否自警自律的一块“试金石”。

因此，各级党员干部应自觉加强春节期间的

廉洁自律，带头不折不扣地遵守有关规定，

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律，时刻警钟长鸣，

切实守好“廉”关。

年关之时，辛勤劳作一年的民工将暂时

告别异乡打工生涯，回到故乡与家人团圆过

年。可是，工钱能否准时、足额拿到成了民

工的一个“关”。本来干活给钱，天经地义。

可如今我们有的民工辛辛苦苦给人干活最

后就是拿不到工钱。为了能讨到工钱，每到

年关，民工用爬塔吊、跳楼等方式上演的讨

债画面成为 不少城市的一道“景观”。为

此，各级政府要站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高

度，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采取切实措施让

民工拿到应得的辛苦钱，切实维护民工的合

法权益，让民工流汗不流泪，让忙碌一年的

民工享受到收获的喜悦。

年关是人们对春节、对来年充满美好向

往和期待的时刻。为过年做准备时，我们不

妨从春节的本意出发，不能只从自己的角度

考虑问题，也要为对方想想，多做还春节本

来面目的事情，不要作茧自缚，自设“关卡”，

让春节过得太沉重，真正过一个文明、廉洁、

健康、向上、欢乐的春节。

（作者为合肥市委政法委干部）

年关说“关” 高国春
来论
lailu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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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初步测算的全国2010全年CPI

数据“出炉”，全年上涨3.3%，我省也及时公

布 2010 年 CPI 数据，全年上涨 3.1%，去年

12月上涨4.2%。

实际上，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一组数

据早已经不是单纯的数字，而是已经潜移

默化影响到他们每一天的衣食住行中去

了。“菜篮子”重了、“米袋子”沉了，出门得

多花钱了，都与 CPI——这一反映居民消

费指数的统计数据有关。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跟自己生活贴得

如此紧密的数据，却让很多老百姓摸不

着头脑。一位合肥市民就谈道：安徽今

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可是我做一顿饭的成本，光是买小菜

就比去年增加了 30%左右，感觉怎么会

差这么远呢？”而且，这还是在牵动性极

强的房价本身没有计入 CPI 统计的前提

下统计而来的。

安徽大学金融学教授郑兰祥曾做过一

次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70%的受访者感

觉CPI上涨幅度与自己生活中的感受“不

相符”。有人更戏称，老百姓的感受是“兔

子跑”，而统计数据显示的是“乌龟爬”。虽

然是句戏谑，但至少有一点毋庸置疑：老百

姓普遍对CPI的统计数据存有疑虑。

为什么存有疑虑？很大一个原因可能

与人们对 CPI 统计过程的陌生有关：CPI

究竟是怎么统计出来？有哪些具体的指

标？日常生活的菜价米价衣着的价格怎样

反映到一组数据上去的？

既然关系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CPI

数据统计过程就应该向公众开放，开辟公

开透明的信息渠道，并有选择地吸纳公众

的信息反馈，真正使统计数据更加准确、真

实、客观地反映我国经济社会运行情况。

也只有这样，那一组数据才不会是“干巴

巴”的阿拉伯数字，才能为老百姓普遍信

服，也才能真正发挥它应有的参考价值。

CPI统计过程应该向公众开放 宛月琴
星报人说
xingbaorenshuoX

19 日，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了

新拆迁条例。尽管多少留有遗憾，但

基于当下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现实，这

依然是一个值得欢呼的进步。（见本报

昨日12版）

新拆迁条例中，行政强拆取消了，

变成了司法强拆，正是遗憾与欢呼的

焦点所在。强拆和现代文明发展的理

念原不相合，如果能在条例中彻底消

失，我们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将会在

实践中向前迈出实质性的一大步。

新拆迁条例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十分不易。条例草案在 2010 年里先

后两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已是破

天荒之举。在第二次征求意见中，取

消行政强拆，也的确是迈了一大步。

规定拆迁补偿不低于市价，这样的底

线也要远胜过此前补偿标准的随意

性。这些努力的背后，充满了利益博

弈。一边有地方官员的“据理力争”，

一边则有强拆导致的暴力现实，有社

会公众发出的殷切呼喊，有国家发展

文明理念的召唤。新拆迁条例的有限

进步就体现在这样的权衡之中，体现

在对民意的回应之中。这样本身，就

值得欣慰。

进步总是在一点一滴之中集聚起

来的，发展也是一步一步向前的。先

进理念原本就有一个达成共识的过

程，更何况还必须在实践中经受残酷

的利益博弈？正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新拆迁条

例的进步需要实践的检验，人们的质

疑和担忧也需要实践的检验。有问题

就解决问题，有错误就纠正错误，一步

一步地来，不必一口吃个胖子，不必一

蹴而就，这本身就是从实践中获得的

一条经验。

时代的潮流所以锐不可当，就在

于在大势面前，人们只会顺应而非逆

行。在实践洪流中，有些问题解决起

来，远比想象的要简单，也会更有智

慧。这是因为实践者在顺应潮流中，

会激发出“实践理性”来。

让实践检验
新拆迁条例进步

陈家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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