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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4日宣
布，从2011年2月1日起，上调该省月最低工
资标准，其中一类地区从960元调整为1140
元，增加180元，上调幅度达18 . 75%。省人社
厅有关人士提醒，最低工资标准不同于工
资增长指导线，也不同于工种(岗位)指导
价，是用人单位必须执行的“硬杠杠”。(1月5
日《现代快报》)

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就传来上调最低
工资标准的好消息，这对于那些低工资标
准的劳动者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上调最
低工资标准，说明关注民生正成为新一年
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从中让人看到
了政府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改善民生待遇
的信心和决心。

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可谓深得民心，如
何把这件好事办好，不是发一个政府通告
那样简单，其中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关
系。如果最低工资上调得太少，起不到缓解
通胀压力的作用；调得太高，又会影响企业
和就业。应当看到，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受益
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体，而他们绝大多数在
中小企业工作。我国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
总数的99 .8%，提供的就业岗位占75%。如何
在提高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时也让
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不至于上涨过快，
直接影响到实体经济的运行，并考验着政
府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智慧。

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一方面能够改善
民生待遇和提高劳动者收入，让处于低收

入岗位的劳动者能在收入上有一个稳定
的增长；另一方面能为保障劳动力市场供
给起到一定作用，可以防范“用工荒”，而不
是在春节后“亡羊补牢”。这种事前控制的
策略，对于缓解可能出现的“用工荒”无疑
会起到积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对于家
大业大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而言，根本不存
在什么资金困难，可对于那些中小企业而
言，上调之后，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上调
最低工资标准意味着企业的生产经营收
益将大幅减少，甚至可能出现因为劳动力
成本上涨而破产的可能。如何保证中小企
业在执行政府最低收入标准时不犯难，需
要政府从税费方面给力。

应当看到，中小企业创造的GDP占全
国GDP的58 .5%，实现的利税占50 .2%，中小
企业对国家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席卷全
球的金融危机的阴云尚未散尽，中小企业
生产经营刚刚从泥潭里跃出，面临的生产
经营上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在此时提高最
低工资标准，势必会带动企业整体工资水
平的上升，中小企业能够把生产经营成本
降下来的唯一出路或许就是减少职工数
或增加加班，并把那些老弱病的员工推出
去，以减缓劳动力成本上升给企业生产经
营带来的成本压力。而就业问题涉及到民
生幸福，如果想通过提高工资最低标准来
提高居民收入，那么，随着企业减员的发
生，势必直截了当地影响到居民生活的安

定和社会大局的稳定。所以，政府能够做的
事情，在用政策性杠杆来提高居民收入的
同时，不妨考虑从税收的层面减免中小企
业税赋，以税收让利，帮助企业能够执行最
低工资标，实现政府提高居民收入的目的。

总之，政府借助最低工资标准的刚性
规制，指导督促企业随着经济效益和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来逐步增加生产一线职工
工资，促进发展成果共享，是极其必要的。
但在给劳动者提高工资标准的过程中，政
府的责任不光是动动嘴，而是要拿出从中
小企业那里收上来的“真金白银”还利于中
小企业，让中小企业不要因为上调最低工
资标准而陷入劳动力成本上涨过快的困
境，从而切实保护职工的权益。

调查显示：84 . 5%的人认为征集民意
“存在走过场现象”。要让“被走过场”
的民调硬起来，关键还得在程序的公正与
透明上下工夫：一方面，我们可以由政府
委托独立第三方机构征集民意、解读民
意；另一方面，决策需要对征集过来的民
意有更透明、更细致的回应，呵护公民参
与民调的热情与信心，即便是反对的声
音，也当分清比重，予以说明。只有让有
理有利有节的民调硬气起来，公民的民主
参与才会与公共政策良性互动，公共利益
才能在看得见的博弈中走向最大化。

让“先租后买”成为理性选择

房价高企，非理性消费观念虽非根本
原因，但无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先租后买，先小后大”的住房消费观
念，无疑方向正确、符合现实。然而，对
这种观念，却不能仅止于呼吁，而需要国
家政策的引导和切实的投入。所以，倡导
住房理性消费的同时，还需要政府在租房
市场上起到监管和推动作用，出台相关法
规，加强行业监管，让“先租后买”成为
理性选择。同时，也要继续调控楼市，稳
定房价，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公立医院要充分发挥能动性

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对
公立医院改革责无旁贷。但有一个倾向需
要警惕：反正医改靠政府，等政策都落实
了，条件都具备了，我再动手吧！公立医
院是广大群众看病就医的主要场所，也是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比较突出的所
在，改革难度也很大。在这一过程中，政
府、医院都要各司其职，谁也不能在任何
环节掉链子。改革的成功，与公立医院能
动性的发挥密不可分。

提前对大学生就业进行指导

大学生们一方面不要求预期薪酬，另
一方面不了解“五险一金”，这不光是社
会保障知识匮乏，也说明就业的相关权利
意识还很欠缺，有待进一步启蒙。许多学
校虽然都开设了培训课程，但都是短期
的，或者几堂课就打发了。择业、就业关
乎学生的个人发展与人生幸福，是一项十
分重要的工作。所以，就业指导工作完全
可以提前，让大学生多了解一些就业常识
和就业政策，从而规划好自己的人生。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记者从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了解到，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修订工作已基本完成，民政部将
于近期上报国务院法制办。这意味着，占总人
口数14%的1 . 67亿老年人将通过修订后的老年
法受益。民政部副巡视员吴明透露，本次修订
有三大亮点：子女“常回家看看”已写入修正草
案；修正草案增加了“精神慰藉”、社区护理、保
障房优先安排等内容，并将“社会照料”独立成
章。(1月4日《法制晚报》)

现在“空巢”老人确实越来越多，但立法保
障能否起到多大作用值得疑问。不排除，有些
年轻人不孝敬父母，但这种年轻人毕竟是少
数，大多数年轻人还是很孝敬父母的，很想多
回家看望一下。不少年轻人回家探望父母的次
数少，其实有很多原因，有的是因为缺少假期，
有的是因为经济原因，所以与其立法规范看望
父母问题，不如多做一些实际工作。比如， 多
提供一些政策支持，具体来说要提供“三有”：

让子女有探亲假。不像过去，小农经济，可
以“四代同堂”；现在呢？很多年轻人，走南闯
北，四海为家。不少岗位，不少工种，作为儿女
的当然希望能够“经常看望老人”，但就是没有
时间；有的父母居住在千里之外，仅剩的双休
日时间回家是不够的，且“平时上班，节假日加
班”，有的年轻人甚至于一两年想回家却回不

了家。对此，起码是对所有的不在父母身边的
年轻人，且双方居住的距离在100公里以上的，
国家的法规应作出硬性规定——— 每年要有法
定的探亲假，所在的工作单位必须“给时间，给
路费，给工资”。

让父母与子女近距离地“住有所居”。光靠
探亲假是远远不够的，“经常看望老人”贵在

“经常”。如果子女与父母分别居于“天南”与
“海北”，那么应尽可能地安排让父母到子女的
所在地居住，以便父母对子女在必要时“召之
即来”。对此，必然面临一个“房子”问题；如果
像现在这样“地方靠卖天价地、靠房地产推高

GDP来创政绩”，老人在儿子所在的城市“买不
起房，也租不起房”，子女要想“经常看望老人”
就很难实现。

让父母老有所养。特别是对那些数以亿计
的农民来说，各级政府应尽快地推行“新农
保”，尽可能地让所有年迈的农民丧失劳动
力之后能领到养老金。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子女工作在千里之外，“经常看望老人”而
一年要花去数百元路费，老人对子女说“省下
路费，干脆你们寄几个钱回来解决我们的温饱
问题”；如此“老无所养”，“经常看望老人”还是
一句空话。

在北京东郊水果批发市场
和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普
遍存在一种“重量级包装”：一
些商贩为牟取不正当利益，在
包装苹果的纸箱夹层内灌入水
泥以增加重量，一个纸箱净重
能达五六斤。(1月5日《京华时
报》)

纸箱里灌水泥，目的当然
是增重，仅仅一个纸箱就有五
六斤，正如有网友戏谑的那
样，这不是卖水果，是卖水
泥。如果说，纸箱里灌水泥仅
仅是个别现象，只能说小商小
贩为商不仁，但目前的情况
是，重量级纸箱早已成为“潜
规则”，这实在是一件让人尴
尬和错愕的事情。

“水泥纸箱”的出现，当然
是商家商业伦理的缺失。给纸
箱里灌水泥，这样离奇、缺德，
让人瞠目结舌的做法都能干出
来，在纸箱和水果商家那里，

“道德的血液”恐怕是天方夜
谭。缺乏职业操守和底线道德，
这样的行为，不仅是在给行业
抹黑，消弭消费者的信任，从某
种程度上说，是在给自己绝后
路，没有了诚信和道德的商业

行为，又凭什么能够取信于公
众？

其次则是监管不到位。这
样的重量级纸箱在市场上大行
其道，潜规则几乎已变成明规
则，却鲜见有商家被查处，只能
说明监管乏力。试想，如果能对
水泥纸箱依法进行处罚，断然
不会有如今大批量的“水泥纸
箱”问题。可以说，监管的缺位
和不作为，是造成“水泥纸箱”
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今造假泛滥，当牛奶中
加三聚氰胺，油条中加洗衣粉，
火腿中加敌敌畏，臭豆腐中加
粪水之类造假成为一种现象
时，纸箱中加点水泥又能算多
大的事情，说不定还是为滞销
的水泥找出路呢。在这样的氛
围中，造假“创新”，出现“水泥
纸箱”恐怕也不足为奇了。

“水泥纸箱”从侧面提醒我
们，不管是商业伦理缺失及监
管不到位之种种问题，只要有
一个环节能够对“水泥纸箱”说
不，就断不至于出现这样的情
况。在“水泥纸箱”大行其道的
背后，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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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征集民意

“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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