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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有房产21套，却只申报两套，广州番禺区综合
执法分局政委蔡彬日前因瞒报财产被停职。短短几
天，从网络曝光到纪委介入，蔡政委因房多而被疑被
查，一如杨局长因“表多”而落马，这种戏剧性情节的
重演，既让人感叹网络反腐的神奇，也在兴奋之余感
受到治理贪腐的严峻与复杂。(10月12日《光明日报》)

一个城区城管队长的工资，何以买得起20多套
房产？网友的质疑是有充足理由的，那就是一个基层
公务人员，仅靠工资是买不起这么多房产的。

从近年来查出的腐败案件来看，无不有以下特
点：其一是房产多，比如贪腐者本人及家人名下有的
拥有房产十多套，有的拥有三四十套；其二是存款
多，有的官员被查处后发现拥有存款少则数百万、上

千万元，多得高达上亿元。
这里边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问题官

员常常是到了“露富”的时候才能被大家察觉？杜绝
贪腐，最好是防微杜渐，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强
有力的“监督武器”。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
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继“表哥”之
后，广东“房叔”事件凸显我国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
度缺陷，“官员财产公开、透明的程度远远不够，公开
透明的程序不到位、内容不到位，公众和舆论监督则
因此有盲区”。

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已经提了很多年，但是推行
起来仍然步履艰难。即使有些省市、单位推行了公务
人员财产申报制度，也大多是内部申报、填表完事，

内容是否属实、是否有漏报、瞒报，基本上再无人问
津，申报情况也无下文。这实际上凸显财产申报工作
还停留在“浅层次”。

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工作浅尝辄止，原因想必有
二：一方面是缺少“刚性”措施约束，完全凭公务人员

“自说自话”；另一方面是消极对待，大多数公务人员
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全部财产。

以笔者之见，推行财产公示完全凭公务人员“自
说自话”是不够的，在个人申报之后，有关方面进行
审核是很有必要的。也就是说，对公务人员在年度考
核和每一次的提任时，一方面要如实登记自己的家
庭财产，然后再由纪委和组织人事部门联合进行调
查确认。一旦发现登记财产与实际财产不相符，先一

票否决，再进行深入调查，查清其财产来源。公务人
员财产登记要统一纳入廉政网、房产网、个人工资信
息网和银行网等管理系统，并且实行动态管理，当财
产登记情况出现“异动”时，能够迅速发出“预警”提
示，从而增强反腐败的针对性。

随着现代科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应当充分
发挥网络化管理的积极作用，设立官员家庭财产登
记账户，一个人只有一个账户，房产、工资收入、银行
存款、股票债券、大额消费等都纳入其中。这样一来，
才能防止贪官财产不透明，并实施对公务人员财产
的有效监控。特别是在当前贪腐高发的势态下，建立
公务人员财产登记制度，无疑将是一种最有效的监
督管理办法。

有爆料称，洛阳伊川县正在建设中的北大
门造型怪异，既像是一条红腰带，又酷似一个
圈套。对此负责人解释说，伊川北大门造型简
洁、曲线优美，是一条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纽带。
频繁曝出的雷人建筑，相信之前如果真的征求
了民意，也不会引起非议。“大圈套”的想象力
是很容易引起世人共鸣的，若如此，又将成为
新的“标志性”建筑了。一个投资偌大的建筑，
少数人可以随意拍脑袋决策，这样的建筑公众
认可度自然不会很高。

“模仿发言人讨薪”是闹剧更是悲剧

日前，一段《女民工模仿外交部新闻发言
人讨薪》的视频在网上走红。民工讨薪创意无
极限，背后无非还是三重语境：一是地方劳资
关系失衡，尽管一些地方在治理企业“老赖”问
题上出手不凡，但农民工合法劳动报酬仍面临
着被拖欠、被耍赖的问题；二是劳动权益保护
部门执法不力；三是民工在讨薪过程中等不
起、耗不起。发言人式讨薪，是闹剧更是悲剧。
这些创意无极限的做法，越是能达成目的，越
是消解着制度与规则的公信力。

为“老年痴呆”正名要有扎实行动

今年9月，多家媒体呼吁消除社会歧视，为
“老年痴呆”正名。要消除社会对老年痴呆症的
歧视，靠的显然不是在其名称上“绣花”，而是
拿出扎扎实实的行动，营造人人关爱、人人理
解的舆论氛围，要从制度保障、医保尽责的层
面关爱其生存质量。罹患痴呆是不幸的，但更
不幸的是家庭与社会责任的缺失。一个名字，
不是问题所在，同样也解决不了核心问题。专
家或职能部门有工夫研究貌似文雅的“阿尔茨
海默病”，倒不如切实推动这一群体权益的落
实以及诊疗技术的进步。

莫以就业好坏论“海归”成败

近年，“海归”成为“海待”，一些人要么毕
业就失业，要么处于低薪的初始阶段徘徊。就
业的好坏不是判断“海归”得失的价值坐标，因
为这样的指标意义过于短视和功利。教育首先
是人的教育，这才是投资教育的原动力。因而，
海归成海待不是嘲笑留洋得失的由头，而是反
思整个教育功能的一个契机。如果说这会带来
某种理性的改变，应不是对留洋的否定，而是
让留洋在肯定中实现质量提升，并带来整个教
育认知的改变。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13岁的小云是湖南株洲人，跟奶奶在家读书，父母在云南打
工。10月8日上午，小云的父亲尹先生接到家里的电话，说小云因
为不愿意去上学，吞下了3枚缝衣针。尹先生赶紧搭飞机赶回家，
带着小云来到省儿童医院就医。为什么要吞食缝衣针？小云说：
“就是不想上学，我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10月12日《潇湘晨
报》)

只为了能够“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农村留守女童小云不惜
“吞针”，这不仅让父母忧心，更反映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
题。

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的今天，全国有近5000
万留守儿童散落在广大农村各个角落里。由于长年缺乏亲情的抚
慰与关怀，他们多数在精神感情层面不能健康成长，不少人性格
内向、自卑、悲观、孤僻；由于缺少与父母交流的机会，失却了
畅通的倾诉渠道，他们产生种种心理病症，如感情脆弱、自暴自
弃、焦虑自闭、悲观消极等。而一旦形成了非健康心理，进行矫
正教育则艰难得多。加上农村基础教育落后，导致孩子们厌学、
逃学、辍学情况非常严重，有的流落街头，甚至走上犯罪之路；
有的不幸被拐骗或利诱，成为童工；有的遭遇溺水、车祸、中毒
等意外事故，生命之花过早凋谢。

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最好的成长就是与父母在一起。可
是，因为面前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物质与政策性障碍，使他们
很难在父母的打工地居住和上学。

既然城市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农民工的辛勤劳动，那么城市就
应该解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接纳他们的子女入城读书。要知
道，让留守儿童回到父母身边接受教育的首要条件，就是要让进
城务工人员有房住，要破除户籍制度对他们入学的限制。其实，

户籍与学籍脱钩并不存在技术问题。关键是，我们是否具有保障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决心和勇气。

城乡二元分化的长期存在，让留守儿童成为难以抚平的一块
疤痕，这是全社会的伤痛。因此，解决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教育
资源配置不平衡的问题，缩小城乡教育水平差异，保证进城务工
人员子女能够在城市平等入学，显得尤为迫切。

10月12日，全国新型农村和城
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总结表
彰大会在京召开。会议指出，要稳
步提高保障水平。坚持政府引导和
个人负担并重，政府宁肯少上几个
项目，也要确保对社会养老保险制
度的投入。(10月13日《人民日报》)

有资料表明：截至今年9月底，
全国城乡居民两项养老保险总计
覆盖人数超过7亿人。这是一个了
不起的成就，但我们依然不能盲目
乐观。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把握好
财力倾斜这个“度”，保障人人能养
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首先，实行全民社保需要地方
政府财政大量的配套投入。据有关
专家测算，各地如果把社保项目资
金全部配套到位，估计要占到本级
可用财力的10%左右。这对地方财
政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压力。但落
实社保配套资金是一件严肃的事
情，既然老百姓把财权交给政府掌
管，政府就有责任和义务建立“民
生财政”。特别是靠市场能够办的
事政府要完全退出来，再就是不搞

“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尽可能地
挤出配套资金。

其次，关于养老金收不抵支的
问题。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

布的《2011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表
明，全国有近半数省份企业部门养
老金收不抵支。如果这种情况得不
到尽快改善，意味着若干年后很大
一批退休职工将面临无法领取养
老金的困境。更让人忧虑的是，全
国各地企业欠缴养老金现象相当
严重。根据8月2日国家审计署发布
的公告统计，截止2011年，全国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应征未征、擅
自减免、欠缴保费等共达434 .81亿
元。而眼下的基金结余收益率又大
大低于通货膨胀率，因此指望养老
金“入市”来弥补缺口是不现实的，
各地有必要加大养老金的征缴力
度；同时，从严打击骗保行为。

此外，还涉及到部门利益的调
整问题。从8月2日审计署发布的
2012年第34号公告得知，目前全国
有6个省本级、23个市本级和168个
县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
算编制不规范；4家单位封闭运行
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未
纳入当地社会保险基金决算。这就
需要我们一方面继续加大公共财
政向民生的倾斜力度，另一方面要
科学、规范、平衡地用好财力。各部
门要树立大局观念，支持和理解社
会保障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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