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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雨

赵本山的刘老根会

馆被指破坏文物，文保人

士实名举报其所占用的

四合院中，有一个为不可

移动文物“晋翼会馆”，该

会馆被改造成最低消费18万元的私人会

所，且怀疑在装修中被改变原貌，屋顶增

加罩棚，院内设游泳池等。北京市文物局

介入调查。（8月22日《新京报》）

晋翼会馆始建于清雍正十一年，2004

年被列入原崇文区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单

位，成为不可移动文物。根据文物法规

定，不可移动文物不得改变文物原状，不

得损毁、改建、添建或拆除不可移动文物。

好端端的文物会馆，被粗暴肢解，不

仅仅大煞风景，还伤害文物，挑战了文物

法。有人说，“只会使用锤子的人，总是把

一切问题都看成钉子。”在商人赵本山看

来，只要能赚钱，文物就是工具，晋翼会馆

就是下金蛋的老母鸡，要求这样一个商人

怜香惜玉、爱惜文物，确实有些对牛弹

琴。问题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再想发

财也不能拿文物不当回事，再财大气粗也

不能视文物法为无物。

“刘老根”残害文物，难道背后站着

“毕姥爷”？应该说，板子不能打在赵本山

一人身上。据报道，本山集团为装修这片

建筑群已耗资6000余万元。如此庞大的

工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如此动作

也不可能不宣而行，试问相关文保部门、

规划部门、城建部门哪里去了？其实，一

旦了解相关部门的暧昧态度，就知道晋翼

会馆遭遇被肢解的局面，并不奇怪。当举

报者曾一智煞费苦心地紧急举报后，东城

区文物部门却以“会馆只是加盖了罩棚，

没有动文物本体”、“只是进行内部装饰”

打发举报者。而事实上，北京市文物局相

关人士已经透露，从到现场调查的工作人

员反馈的情况看，举报者反映的有些情况

还是实事求是的。这足以说明东城区文

物部门何其不负责任，轻描淡写的背后是

意欲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更诡异的是，举报人曾一智两次向东

城区文委举报，随后均接到本山传媒集团

工作人员的电话，称要“沟通”，“有什么事

当面谈一谈”。换言之，曾一智作为举报

人的信息已被东城区文委透露给被举报

人本山传媒集团。而《信访条例》明确规

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将信访人

的检举、揭发材料及有关情况透露或者转

给被检举、揭发的人员或者单位；违者依

法给予行政处分。东城区文委为何要把

秦香莲的举报信交到陈世美手里。两者

有什么见不得光的关系？权力和资本如

此亲昵，又隐藏着什么猫腻？

对历史文物应该多一些温情和敬意，

因为文物一旦被篡改，将面目全非，城市

就会失忆，这样的常识还要重申多久？从

以往看，权力与资本媾和其实并不奇怪，

两者的共性都是为了自身利益，一是为了

政绩、一是为了赚钱，为此就不惜伤害历

史、残害文物。对这样的恶行，不能仅由

文物部门介入，司法部门也该出手了！

王石川

“刘老根”残害文物背后有“毕姥爷”？

非常道
feichangdaoF

“不要怕做错，就怕没人去做。”

——近日，“山西引进科比”事件轰动

中国篮坛。虽然科比来华最后被否决，但

不少圈内人士对山西中宇俱乐部及老板

王兴江的探索精神表示肯定。中国篮球

标志性人物姚明就表示，中国篮球应该多

一些像王兴江这样的老板。

“通知伊春新青区教育局陈兵、陈敬

林火速退回消耗的善款！我们将每天催

缴一次！”

——本月17日开始，崔永元在微博

中公布参与“崔永元公益基金”乡村教师

培训的老师中有黑龙江省教育局领导而

非乡村教师。

随后，6名黑龙江北安的非乡村教师

所消耗的慈善费用共计10455.78元被退

回。而伊春两名非乡村教师所消耗费用

正在继续追缴中。

22日中午，崔永元再次发博讨债。

《工资条例》“难产”
是利益博弈的写照

据报道，由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各部

门难以达成一致，《工资条例》出台时间再

次被推后。据称，在《工资条例》草案中，最

低工资以及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规定遭到

全国工商联等部门反对，而有关“同工同

酬”的规定，也没有找到令国企和相关部门

满意的解决方案。 (8 月 22 日《济南日

报》）

《工资条例》为何“难产”？显然是利益

在博弈。据了解，设定最低工资、建立工资

增长机制，以及同工同酬是目前各方争议

不下的焦点。企业要给职工涨工资，企业

负担就增加了，他们自然不肯，但因为企业

有话语权，特别是国企，比如，关于同工同

酬的规定，国企当然要极力反对，因为在国

企，大量存在劳务派遣工人，实行“同工同

酬”意味着这些国企用工成本将大幅增

加。《工资条例》遭遇反对，其实很正常，利

益决定立场，问题是企业有能力让《工资条

例》变得“难产”，可为何职工就没有能力让

其“顺产”？

职工的权益理应得到保障，这不仅仅

是表现在法律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执法

上。有了法律之后，仅仅是个“开始”，并不

表示着以后权益就能够得到保障。出台了

贯彻不了执行不下去，无非就是再多一个

禁塑令之类的笑话而已。

一边是职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一边

却又寄望于法律，一旦法律实施了，却又抱

怨得不到执行，抱怨监管部门工作不得力，

这恐怕就是我们的纠结。 前溪

时评Sshiping

gonglunG公论

8月17日，中国科学院公布2011年院

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呼声很高的北京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落选。针对

此事，饶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海归”最

怕处理关系网。（8月22日《京华时报》）

事实上，对于“海归”们而言，尽管可

能手持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凭，甚至在发达

市场环境下经受过历练，但有道是“橘生

淮北为枳”，既然大洋此岸和彼岸之间在

学术氛围、社会环境甚至人际交往方式上

都有着相当的差异，“海归”们漂洋过海的

这些经验，回到国内其实未必行得通，甚

至极有可能因为习惯了国外的那套逻辑，

回到国内，反而因为不通世故人情而吃不

开，以至于处处碰壁。

有道是“适者生存”，要在国内的学术

土壤生存发展，的确应该需要适应国内的

学术环境。但是，问题在于，既然只是学

术土壤，即便不必完全与大洋彼岸一个

味，却理应就学术论学术，假如连学术土

壤也要被套上关系网，甚至连学者也必须

服从于人情世故，甚至为了项目经费，为

了学术头衔，不得不向潜规则低头，这样

的学术土壤，与其说是有中国特色，毋宁

说恰恰暴露出这片土壤的干涸与贫瘠。

当然，学术土壤的问题并不全在于学术本

身，行政化的学术体系，官本位的学术管

理与审批制度，注定了学术土壤的质地不

太可能自然而肥美。

只不过，笼罩在学术体系之上的这层

关系网，显然不只是让“海归”们觉得不适

应，当学术需要关系来开道，究竟会如何

生长，又能长成啥样，的确令人担忧。

吴江

今后，全国社保卡将进行统一：身份证

号将作为社保卡号，终身不变，跨地区转移

就业社保接续障碍有望得到解决。国家人

社部预计在今年内统一发行6亿张社保卡，

取代各地自制的社保卡。统一后的社保卡

将全部采用身份证号码作为个人参与社会

保障的编码。据介绍，新型的社保卡为 IC

卡，可用于存取支付，简单来说就是社保卡

上可直接充值缴费。（本报昨日报道）

“一卡通”曾经是个传说。之前，有地

方出现“领社保需先证明‘自己还活着’”的

规定。社保的要义与品质，就是要让公众

有尊严地活着。社会保障体系在实际操作

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应成为完善与健全相

关政策、制度的直接动力。表现在社保上

的政策性、制度性壁垒或者说是政策制度

的“老化”，唯有用与时俱进的政策制度来

“攻克”与更新。“一卡通”有望还社保尊严，

优化社保品质。

以社保卡为标志的社会保障机制正在

逐步打通“制度性堵塞”，大步迈向全国社

保“一卡通”。这意味着社保卡的衍生功能

越来越强大，社保卡的吸纳功能也越来越

强大。有喜，也有忧。喜其功能强大，忧其

是否贬值。据悉，备受关注的社保基金监

管条例由于争议较大，可能以变通的方式

率先出台：降格为部委规章，作为社会保险

法的配套规章，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出台。监管条例或可降格，社保基金不能

贬值。

让社保卡承载公民权利之责。享受社

会保障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之一，也是社

会应尽的义务。社保卡增添任何功能，都

要注入“公民权利”元素。并且，要形成社

会共识：增添什么样的功能，首先要内涵公

民权利，所谓“权利第一”。有必要提醒的

是，即便社会保障功能发挥到极致，是否能

够完全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就目前情况

看，多元化养老体制尚未形成。曾有调查

显示：有 71.6%的被调查者表示，今后打算

“靠社会养老保障”养老；“年轻时攒钱”、

“退休后找活儿，干到干不动为止”成了退

而求其次的选择。

公民权利包括“老有所养”，还内涵

“好好养老”。有人寿险专家建议，养老从

30 岁至 40 岁就应开始多做准备，“对现在

处于事业稳定或高峰阶段的白领来说，随

着年龄的增长，事业和收入难免走下坡

路。到退休时，光靠社会统筹的养老金，

下半辈子的生活质量无疑会缩水。”在养

老方面，现在还缺乏的是多渠道、多元化、

多保险的体制，缺少能够调动与发挥自主

养老潜能的机制，缺少“量体裁衣”的专业

机构。建立健全相关的体制、机制及机

构，才能更好地张扬公民权利，让公民权

利越过越“年轻”。

王旭东

让社保卡承载公民权利之责

“学术关系网”岂止
让“海龟”水土不服

reyiR热议

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因高考仅 165 分，河南三门峡 19

岁女孩蒙蒙（化名）多次当街裸奔，大

喊救命。这个成绩让父亲恨恨不已。

他埋怨说，为了女儿上学花光了家里

的积蓄，“一元钱买一个字，你该考多

少分？”专家称，家长的想法在行为上

体现出来，给孩子造成了压力。（8月

22日《东方今报》）

一次高考的失利，在各种因素的

刺激下，这位秀气的女孩精神失常在

雨中裸奔，这让女孩的家长悔恨不

已。看到这则新闻，人们不禁会问：女

孩因高考失利裸奔，谁该反思？究竟

是谁把高考失利的女孩逼得裸奔？

功利化的教育必将使应试教育愈演愈

烈，领导和教师关心的只是学生的学习成

绩，而很少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心理健康

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在多数教师眼里，只

要学习成绩好，那就是好学生。成绩好的

学生总是能得到教师的“关照”，而那些成

绩差的学生得到的则是挖苦、讥讽和冷落，

这对学生的心理显然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她为啥裸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