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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乱炖

小区竖起“柏林墙”
隔开的不仅是贫富
□江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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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杂谈

被窝里玩手机
或致角膜疾病

网上流传，晚上看手机会导

致视网膜脱落？记者实验表明，

由于屏幕比周围环境亮，强光下

刺激瞳孔会缩小，长时间盯屏幕

眨眼太少，严重时会引起角膜上

皮点状剥脱、近视等后果。管不

住自己的同学请注意了，将亮度

调到最低，可减小危害。@央视

圣诞节狂欢
不能只剩物质
□盛人云

12 月 25 日是圣诞节。这原本属于

西方人的传统节日，这些年在中国日益

热闹起来。早在几个星期以前，圣诞节

的气息就从不同的角落扑面而来，圣诞

狂欢的氛围也已营造得越来越浓。

“圣诞”是宗教节日。在国外，每逢

圣诞节，就会有一些宗教、社会团体以及

政府组织的慈善募捐活动，还有一些社

会团体自发组织的献爱心活动，诸如向

敬老院和孤儿院捐助物品、向低收入家

庭送“圣诞礼物”等。而我们所过的圣诞

节，只是一场彻彻底底的物质的狂欢。

商店、饭店里，穿戴整齐的“圣诞老人”在

那里迎来送往吸引目光；娱乐活动场所，

早早地策划了针对不同人群的“圣诞套

餐”、“圣诞激情夜”。各路商家为了一年

一度的圣诞节，早就铆足了劲，希望能藉

此掀起一股物质消费热潮。

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结果，圣诞节

不能只是物质的狂欢。如何培育正确的

节日文化，如何让节日成为每个公民的

幸福出口，或许是需要我们思考探讨的

问题。有关部门要重视节日文化的凝聚

力，引导人们正确对待外来节日，重视和

宣传好我们的传统节日，创造出群众所

喜闻乐见的节日文化产品，增进国人对

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情感认同，让

节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财富。

同住一小区，相煎何太急。在广州白

云同德围的翠悦湾小区内，由于同一小区

内有一片解困房，“富人区”物管及业主单

方面修了一道铁丝网围墙，不让“贫民区”

业主共享小区公共配套。被隔开的不仅

是配套，还有小区消防通道。近期有住户

集中投诉，而官方几次出手均未果。（12月24日《南方都市报》）
这道铁丝网围墙，被戏称为现实版的“柏林墙”，将“富人区”与“贫民区”分割开来，颇有些黑色幽

默的味道，令人看了感觉又苦又涩。一道墙把富人与穷人隔离开，却难以改变同属于一个小区的事

实，更因“柏林墙”的竖立，将双方的矛盾激化。“富人区”圈占了大部分公共配套设施，妨碍了小区住户

的正常生活，也截断了消防通道，埋下安全隐患，一旦失火后果不堪设想。可见，相关部门不能置之不

理，应采取强制措施予以拆除，将安全隐患尽早排除掉。至于双方之间的矛盾，则需要耐心调解。

从现实角度来看，拆除铁丝网“柏林墙”或许很容易，只要执法部门依法强拆即可，但富人

与穷人之间的差距，却是横亘在双方之间的鸿沟，需要有足够的包容和理解，才能逐渐消融坚

冰，打破心理藩篱。

12月23日中央通过养老金并轨方案，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建立与企业相同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实行单位和个人缴费。有分析表示，

一些基层公务员2000余元的收入，自己负担各

项社保缴费相对困难，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

完善工资制度同步推进，或意味着公务员即将

普涨工资。（12月24日《京华时报》）
养老金双轨制局面，有着不容忽略的历史

因素，是长期积累而成的问题，指望一朝获得求

解，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说，尽

管养老金并轨方案获得通过，但究竟如何并轨，

何时才能真正落地，也就并非一蹴而就的事儿。

目前，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替代率

可以达到在职时的八九成，而企业职工退休

却只能拿到不足一半的在职收入。大学教授

退休可以每月领到 8000 元养老金，而企业教

授级高工退休月入仅 4000 元。可见，养老金

“双轨”制，根本在于替代率的差距过大。究

竟如何并，是公务事业养老金体系俯身屈就

与企业看齐，还是企业职工养老金向公务事

业靠拢，又或选择其他折中方案。从初步的

并轨方案来看，机关、事业单位将建立与企业

相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实行单位和个人

缴费。但这是否意味着公务事业体系的养老

金替代率也将与企业看齐呢？真若如此，固

然意味着改革成本的最小化，但指望退休熬

出头的基层公务事业职员将承担改革成本。

并轨后实行单位和个人缴费，尽管理所

应当，但对基层公务员而言，本就不高的工

资，再承担缴费，必然意味着收入的再度缩

水。作为“向下并轨”的补偿，公务员工资同

步普涨，未尝没有合理性。只不过，当公务员

的工资单并不能反映额外的津贴收入，甚至

与公务员的生活支出并不相符，缺乏透明与

公信力的公务员收入体系，也就难免遭遇“挟

并轨以令普涨”的质疑。

公务员普涨工资应该考量社会公平。养

老金并轨，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碗水端平，

固然天经地义，但在并轨过程中，如何在实现

公平的同时，充分保障各方的应得权益，又如

何让并轨方案获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恐怕

是比养老体系融合更大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