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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反腐才是百年大计

有苍蝇是因为有滋生苍

蝇的土壤，有老虎是因为有助

长老虎的森林。灭苍蝇就得

铲除滋生苍蝇的土壤，打老虎

就得砍伐助长老虎的森林。

土壤不除苍蝇继续会生，森林

不砍老虎还会再长；何况苍蝇

不是一天滋生的，老虎不是一

夜长大的。苍蝇老虎一起打

固然功德无量，但个体反腐毕

竟一时之策，制度反腐方百年

大计。@李鸣生

被消费主义埋葬的电影

坐在电影院里看《小时

代》，看到真正有钱的导演们，

如此挥霍着人民币，即便只是

花了几十块的电影票钱，也觉

得真是可惜，他们什么也没拍

出来，他们只是拍出了自己有

钱后刷卡买单的所有过程。

电影已被消费主义埋葬，可以

预见的是，青春将变得和富裕

一样乏味。@华商报

别让“爱心”成为政绩垫脚石

几乎每一次慈善捐献中，

都有行政命令参与。一声令

下，原本冷清寂寞的场面顿时

热火朝天；一纸文件，原本数

量 尴 尬 的 捐 款 顿 时 盆 满 钵

满。政府越俎代庖，一味将应

由社会组织承担的工作大包

大揽，长此以往，公益组织将

日益萎缩，最终成为一块牌

子、一个符号。@人民日报

户改坚冰消融
暖春尚待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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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干部陪酒猝死
还在叫板八项规定？
□吴杭民

□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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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时评

世SHI XIANG ZA TAN
相杂谈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全面放

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城区人口50万至100万）落户限制；合

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城区人口500万以上）人口规模，建立完善

积分落户制度。此外，将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

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体现户籍制度的人口登记管理功能。

毋庸讳言，这份户籍制度改革文件，意味着困扰多年的户籍藩篱终于松动，从全国层

面开始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破冰之旅。虽然具体到每个表述，似乎之前都曾在其他文件中

看到过，算不上有多少出乎意料之外的新意；但是，这份文件留给户籍制度改革的公众期

待与重大意义，依然无论怎样形容都不为过。

在长期以来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讨论中，“破除户籍藩篱关键在于破除户籍特权”其

实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登记与管理意义上的户籍，根本不存在什么改革难题；改革的关

键，当然在于户籍背后各种差距悬殊的附加福利。要破除户籍背后的特权福利，不外乎

两种办法：一种是“剥离”，先坐等各种户籍特权被剥离掉，然后放开户籍大门轻装改革；

另一种是“倒逼”，通过有序适度放开户籍大门来摊薄户籍特权，从而倒逼出户籍福利的

相对公平。

坐等户籍福利剥离到公平状态再来放开户籍大门，不说永远没有可能，至少也是遥

遥无期。先有序开门，并且通过有序开门和人们的自由选择来自行摊薄各种户籍福利，

才是真正的可行之法。是先剥离，还是先开门，这是决定户籍改革进程的一个关键抉

择。这份户籍改革文件，选择的显然是后者；虽然在剥离户籍特权上，也有“建立居住证

制度”、“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等方面的着墨，但更重要的，显然还是在“进一步调整

户口迁移政策”上。

再好的改革规划要从纸上走入现实，关键还在于落实。如果说这份户籍制度改革文

件消融了户改的坚冰，那么，要真正迎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春风拂面，仍然有待于不折不扣

地落实。

据人民网武汉 7 月 30 日电：7 月 14

日晚，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地税局一名

年轻干部，因陪调研的州局领导喝酒过

量而猝然身亡。但当记者设法多方求证

时，涉事单位态度漠然：或推诿，或冷漠，

或失语。

值得高度警惕的是，中央的八项规

定等禁令，不仅小官、芝麻官熟视无睹，

对于一些高级干部而言，更是“一纸空

文”。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近日举行组

织访谈，访谈过程中披露了一些查办高

官的细节：“广东的万庆良，他在中央八

项规定出台，特别是中央整治‘会所中的

歪风’通知下发以后，仍然多次出入私人

会所，在被组织调查的前几天，他还到会

所里面去大吃大喝。”“海南的谭力，他被

中央纪委调查之前还在外省，由私营企

业的老板陪同打高尔夫球。”

可见，他们压根没把禁令当回事，该

大吃大喝的照旧，该打高尔夫球照样。

而山东省审计厅对该省50个部门审计发

现，所有部门均不同程度存在“三公”经

费使用管理不合规问题，有的单位公务

接待费甚至超预算 1144%！如此公然叫

板八项规定，令人匪夷所思。

显然，尽管中央反腐力度空前加大，

但总是有一些官员心存侥幸，我行我

素。须知，党纪国法面前，任何人都没有

特权，就算是原政治局常委级高官，也不

例外。对于那些还在叫板八项规定等禁

令的官员，执法执纪部门要以“疾恶如

仇”的狠劲从严治吏、严肃处理，不论职

务多高，都要严惩不贷。同时，更要大力

追究那些庇护者、对抗舆论监督的有关

部门和官员，掀翻其“保护伞”，使违法违

纪丑行无处躲藏。

正如《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所说：

党员领导干部，不论职务高低、党龄长

短，都要受到党纪国法的约束，都必须接

受党组织的教育和监督。如果私欲膨

胀、滥用权力、谋取私利，迟早都会摔跟

头，甚至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对于这

一点，谁都不要心存侥幸，计算“不出事”

的概率；谁都不能藐视法纪，存有进了

“保险箱”的幻觉。

据《京华时报》报道，最近，被啃老长达

7年的徐先生和朱女士夫妻将29岁的儿子

徐青诉至海淀法院，并申请强制执行赶独

生子出门。而另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某

国家社会科学项目走进湖北、山东、江苏、

山西、河南、贵州等 11 个省份的 40 多个村

庄研究老人自杀现象，一个柴姓老人乐呵

呵地称，“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

吊）、水儿子（投水），这三个儿子最可靠。”

如果说“啃老”是老人在被逼着发挥余

热，那么，“喝药上吊投河比亲儿子可靠”就

是已经无热可供利用之后的悲惨结局，二

者的“交相辉映”无疑更是放大了现实的心

酸，进一步刺痛了我们的心。对于信奉“养

儿防老”的中国人而言，“有儿子还不如没

儿子”却变成了无奈的现实，这样的黑色结

论背后浸透着多少老人的眼泪？

或许，比这样的新闻本身更让人纠结

的是我们心中深深的无力感，舆论抨击的

矛头显然无法全部对准政府的失职亦或是

对老年人权益法律保护的不够，毕竟，当我

们的法律规定足够健全，已经把“常回家看

看”都入法，甚至山东省都专门立法禁止

“啃老”的当前，再拿法律说事儿只会掩盖

更深层的问题，给人一种不敢直面更严重

问题的怯懦感。

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当法

律足够完善的时候，冰冷的现实照出的是

道德大厦的倾颓。当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

同时，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道德的倒退

是不是已经逼近了最后的底线？

时SHI SHI LUAN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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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啃老”与“自杀比亲儿子可靠”
□温国鹏

临终“关怀”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