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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国家人口计生委日前专门下发通知，要
求进一步精简群众办理计划生育相关证件时所需材
料；流动育龄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现居住地乡(镇)、
街道均有责任为其办理第一个子女生育服务证(登
记)，并实行首接责任制。通知明确要求，要切实解决
同一城市内人户分离、集体户口等人群的办证难问
题。要加强监督检查，对推诿、拖延或拒不办理的，要
严肃处理，并追究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责任。(12月
3日《法制晚报》)

准生证难办是个老话题，此前，“办理准生证需
盖章签字40多个”、“新婚夫妇为办准生证奔波两地长
达三年无果”等系列新闻，将准生证办理材料的繁杂
和流程的繁琐充分暴露出来，准生证也因此被戏称
为“折腾证”，国家人口计生委下发通知要求精简办

理程序、实行首接责任制，算是对准生证办证难现状
的及时回应。

准生证办理难问题，主要集中在流动人口身上，
夫妻双方若有一方为非本地籍人口甚至两者为“双
外”人口，准生证办理就得在居住地和户籍地来回奔
波，这个过程中，办证所需的所有材料、印章、流程，
缺失一环就可能卡死整个办理程序，孩子都生下来
了，准生证不一定办得下来，而繁琐流程所需的时间
和经济成本，最终也只能由办理者承担。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政策层面
来讲，目前全国性法规对准生证没有清晰、统一的说
法，准生证办理依据的是各地政策，口径不一，使得
地域之间无法围绕准生证办理形成一套联动机制，
跨区域办理被地区间的条块分割阻滞；从办事作风

上看，居住地和户籍地办理单位之间的推诿塞责、拖
沓低效，办证人员未充分告知办理信息，等等，都可
能成为办理关卡。不管哪种原因，都说明现在准生证
办理制度与开放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当两者无法对
接时，矛盾也就出来了。

当然，准生证办理与流动社会间的矛盾，根源在
于准生证制度本身。准生证制度脱胎于过去的单位
人、组织人的概念之下，是一种单位、组织对个人相
关情况的认定，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管理方式，现在
社会早已打破了这种结构，变得开放与多元，准生证
所代表的传统管理模式自然也该废除。正基于这个
原因，坊间关于废除准生证的呼声不小，但这种呼声
一直未能得到官方回应。如果以此来看，此次通知只
能说是对过去相关规定的重申，是对拖沓推诿等行

政作风的强力否定，它没有新的实质性内容，也未触
碰到准生证办理的核心问题，自然不可能一劳永逸
就此解决办证难的问题。

不过，在准生证制度依然运转的前提下，不取消
不等于没有改进余地，实现办理口径的整体统一，转
变办理服务风气，明确相应单位的办理责任，在这个
基础之上，实现跨区域信息化联动管理。有一点是明
确的，准生证办理，只能是主动去适应人口流动现
实，而不是相反。随着户籍坚冰被逐渐打破，地域人
口流动将更加频繁，在这种大趋势下，社会管理必须
做到一体化，医保年限能够异地互认，养老保险也能
异地转移接续，准生证的办理也必须打通地域分割，
实现对口衔接，从而简化办证程序，服务于“权利、福
利等跟着人的流动而自由流动”这一常识。

中国社科院发布报告提出，对城镇居民家庭
人均用房超过40平方米部分，按评估价格征收税
率较高的房产税。机械地盯着住房面积“一刀
切”，既有悖于人情伦理，又有悖于公平合理的税
收原则。在人均住房面积因素之外，至少还应考
虑以下几点：第一，住房规格的差别，是普通住
宅，还是豪宅；第二，住房数量的差别，即有几套
房；第三，住房使用性质的差别，是自用还是出
租，是居住还是商用？第四，住房来源及产权性质
的差别，是保障房、福利房，还是商品房？这种差
别不仅意味着房价的巨大不同，也意味着此前住
户为其房产纳税情况的巨大不同。

法律越严格食品越安全

“因食品犯罪被追刑责的经营者终身禁入食
品行业”条款重回《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引发关
注。当食品安全事件增多，就应该靠法律和制度
刹住歪风邪气。食品安全的彻治，当然具有系统
性，不可能靠一个“终身禁入”的严苛法条就能实
现。严苛的法律之剑能够对生产经营者产生有效
的震慑作用，但整体性地提升食品安全和质量，
显然是一道更难的考题。惟有从各个层面都加强
制度建树，从各个环节都加强执行力，食品带给
人们的将不再是担忧。

提高补偿为未来土地管理铺路

近日国务院通过《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
案)》，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作了修
改，修改内容为提高补偿标准。土地的城市化必
须与农民的城市化同步，让农民在城市发展中受
益反哺。增加土地的社保功能，让农民即使失去
土地，也仍然能在城市化进程中，得到发展和提
升。这样的土地管理改革，才是符合未来社会发
展趋势的。未来的城市化和土地管理，必须最大
限度着眼农民的各项权益，让农民和土地在城市
化进程中实现价值同步。

“美丽中国”不能容忍动物之殇

随着媒体的持续披露，一些地方滥猎、滥食、
走私野生动物的乱象令人震惊。保护动物，遏制
盗猎，捣毁团伙、封堵交易、严查市场、严惩违法
者固然很有必要，但更关键的是要铲除吞食野生
动物的血腥产业链，通过常态监管、法治手段保
障动物们的安全。另一方面，还需加强宣传教育，
用讲科学而又富有说服力的方式，引导一些人摒
弃“野味滋补”等落后观念，让人们不参与并自觉
抵制伤害野生动物的各种做法，消减非法活动的
市场。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近日，15岁的非沪籍女生占海特和她的家庭站在了舆论的风口
浪尖，因不肯妥协返乡读书而辍学在家，在微博上高调争取异地高
考权利，与沪籍人士就异地高考“约辩”，被称为“蝗虫”。占海特说，
享受公平教育是她作为公民的权利，而推动教育公平则是她作为
公民的义务。(12月3日《京华时报》)

异地高考讨论有时，占海特高调以捍卫个人异地高考权利相
抗争，从个体角度证明了异地高考推进的艰难。也表明，异地高考的
核心并非完全是出于户籍福利的考虑，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之争。
因为，当下的高考终究还是分配高等教育资源的唯一方式，如果将
这样的高考比作一个蛋糕的话，那么蛋糕在大小固定的情况下，随
迁子女的加入，无疑使得本地考生能够获取蛋糕的几率只会越来
越少。比如，占海特被沪籍人士称为“蝗虫”，无非是将外来人口当成
了“抢食”蛋糕的“入侵者”，充满着敌视的情绪。

也正是如此，尽管今年初教育部承诺年底前制定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也尽管
不久前研究制定的推进异地高考指导意见已经出台，但是时至今
日，各省跟进制定的2013年实施方案的寥寥无几。即便是已经制定
的诸如黑龙江、河南等省，其实都是人口流出大于流入的省份，异地
高考政策很有顺水人情的味道。异地高考从政策层面上雷声大雨
点小，本质上是基于地方对“高考资源”固守之下的“利益壁垒”。

事实上，推进异地高考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个体权益，都不可
能是纸上空文，而是需要一只调节分配利益的有形之手。机制缺失
之下，占海特的抗争，徒具个案意义；即便上海市妥协，也只是解决
她的异地高考问题。毕竟，她的抗争无法让在沪的每个外来工子女
效仿。

维护个体异地高考的权利，只有统筹兼顾城市与地方以及进
城务工子女的切身利益，才可能充分显示出政策的导向作用，才可
能调动和发挥城市的积极性。推进异地高考，须重新审视高考作为
分配高等教育资源基本手段的属性，建立弹性的招生机制。比如，改
变高考对地方招生配额方式，高考招生与所在地参考人数在全国
高考总人数中的比例相挂钩，这意味着城市接纳的异地考生越多，
赢得的招生名额就越多；相反，异地考生流出地相应的招生名额就
越少。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除户籍对权益的束缚，为异地高考构建
畅通的渠道。

12月1日，教育部体卫艺司司
长王登峰表示，教育部将对各省份
的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进行排名，并
且会对各省份的学生体质健康情
况予以公示。今后，每个学校每年
都要对每个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
进行测试，并且向教育部门上报这
些数据，教育部还会对各省份的情
况进行抽查。(12月2日《新京报》)

尽管我国早已成为奥运会上
金牌大户、体育大国，但是学生的
体质却在持续下降。北京市体检中
心发布的《2011年度北京市体检统
计资料报告》显示，去年北京高中
生体检完全合格仅有一成多，其中
体重与视力问题最多。

造成学生体质下降的主要原
因，源于体制因素：一方面，应试教
育压身，让学生难以“动”起来。学
生在升学重压下，课业繁重，大部
分时间沉浸于书山题海之中，无暇
顾及体育锻炼。即便学生愿意有充
沛的时间去锻炼身体，学校也不会
抽出时间，来满足他们的要求。

与此同时，既有教学与居住条
件，无法让学生“动”起来。义务教
育阶段的教师队伍编制总体超编
100多万，但其中体育教师却缺编

30多万，这就造成了大部分学校学
生连个体育老师都没有，体育课难
以保障。据《中国青少年体质健康
行为调查》初步调查显示，因城市
化的发展，我国60%以上学生的居
住环境不具备进行体育运动的条
件。这意味，放学或放假后的学生，
回家后仍被“圈养”起来。

第三，学校怕负安全连带责
作，不敢让学生“动”。现在，我国大
部分学校实行了学生安全“一票否
决”制，校方担心学生出现安全事
故而承担责任，因而在课程设置方
面过于简单化、缺乏技术含量，生
怕学生在体育课上有个“三长两
短”，影响老师和校长的命运。此
外，监督机制不健全，没有一个机
构能持续监督和指导学校体育活
动的实际落实，导致学校自觉开展
体育教育的意识不强，疲于应付。

显然，对于学生的体质下降，
我们决不能停留在治标不治本上。
重视学校学生体质问题，应从现行
体制变革入手，对现有不合适宜的
制度，进行刮骨式改良，比如调整
整个教育评价体系，从而让学生真
正“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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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时评

准生证办理须与人口的流动性相适应
□ 熊 志

■ 网 声

房产税不能

只盯着住房面积

提高学生体质
不能治标不治本

□ 林海清

■ 画里有话

“异地高考”应跟之以弹性招生机制
□ 木须虫

在英格兰伍斯特郡的比尤德利黑石镇自然保护区，摄影师Alan Ranger
为了拍摄这大片的“罂粟花”，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等待，终于拍到了
如此艳丽的“花海”。在他拍摄的多幅照片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张。

Alan认为，他拍的这些花是罂粟花。在西方，这种美丽的花儿一直
被看做是睡眠和死亡的象征：《绿野仙踪》中的桃乐茜就是在罂粟花丛
中安然入眠的。不过，从照片上看，这些花儿并非罂粟花，而是从外形
上看与它很相像的另一种植物——— 虞美人。

虞美人与罂粟花同属罂粟科罂粟属，虽然外形相像，但实际上还
是有区别的：虞美人的花蕾是下垂的，快开花时其花面才渐渐向上，而
罂粟花的花蕾原本就是笔直向上的；虞美人全株被毛，果实较小，罂粟
花则是全株光滑，果实较大。

虞美人作为一种在全世界耕地内广泛分布的杂草，种子可在泥土
内休眠多年，在土壤被翻耕时才会发芽。1914-1918年间爆发的第一次
世界大战曾导致3000万人的伤亡，战争期间及战后，饱受战争蹂躏的土
地遍开虞美人，成为对长眠于地下的亡灵的纪念，所以，虞美人也就成
为那次战争的一个象征。

巧合的是，在中国，虞美人也寓意着生离死别。传说当年，项羽被
困于垓下，兵孤粮绝，楚歌四面。为不连累霸王，虞姬拔剑自刎，鲜血洒
落地上，化成鲜艳的花朵，这花便是虞美人。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有诗咏
虞美人云：“不肯过江东，玉帐匆匆。只今草木忆英雄。”清代女诗人许
氏也曾写诗吟诵这种花儿曰：“碧血化为江上草，花开更比杜鹃红。”看
这幅照片中，大片的虞美人艳丽无比，气势恢宏，实在令人赞叹。

然而，在我看来，这还不是这幅照片的精彩之处。因为仅有这些，
那它也不过是一张不错的花卉摄影作品而已。看到画面左上角的“马”
了吗？尽管它在画面中所占比例甚小，并且仅仅是一个剪影，然而在我
看来，它的分量却是如此之重：它让我想起了《诗经·鲁颂·駉》中的名
句：“駉駉牡马，在坰之野。”它更让我想起了“时不利兮骓不逝”的乌骓
马——— 与虞美人一起“忆英雄”！

当然，一个没有东方文化背景的读者，或许看法会与我有很大差
异。不过我仍然认为，因为有了这匹马，这幅照片才成为一幅难得的佳
作。摄影不同于绘画。绘画，可在画面中添加任何想要的东西；而摄影，
要得到想要的东西，要么靠等，要么靠“天成”。我相信，这幅照片，就是
天成之作。

駉駉牡马
在坰之野

□ 房贤刚

◎品鉴
埃及政局：不能承受之“动”
埃及总统穆尔西11月22日颁布新宪法声明，赋

予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一声明，引发埃及各界抗
议。23日，埃及多地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
总统穆尔西发表新宪法声明、扩充自身权力。11月27
日达到高潮，埃及首都开罗、地中海海滨城市亚历山
大、运河之城塞得港等地爆发“自穆巴拉克下台以来
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发生暴力冲突。目前穆尔
西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爆发多次冲突，骚乱至少造成3
人死亡，600多人受伤。埃及当下的乱局甚至让身陷
囹圄的前总统穆巴拉克发出叹息。

目前大多数抗议者反对的是穆尔西颁布的新宪
法声明，只有少数人要求穆尔西下台。与此同时，支
持穆尔西及其新宪法声明的游行与反对力量相比可
以说不相上下。穆尔西是民选总统，而且是穆兄会推
出的候选人。从目前局势来看，这些示威活动并不会
动摇穆尔西的地位，但示威活动及其背后矛盾所导
致的分裂局面，将对埃及的政治稳定产生一定的负
面影响。

当前，埃及正处于政治过渡的关键时期。尽管局
势仍然动荡起伏，但这是政治进程中各派力量为争
取各自利益博弈角逐的必然结果，是国家政治从乱
到治过程中局部调整所必然经历的阵痛。

本月15日，埃及将就动荡后第一部宪法草案进
行全民公投。公投如果顺利通过，新宪法将立即执
行，此后议会选举也将拉开帷幕。如果政治进程重大
节点都能平稳度过，埃及就有希望逐渐走上政治稳
定和经济发展的道路。

□图文/新华社、中国日报、CFP
▲11月28日，在埃及开罗的塔利尔广场上，在抗议者与防暴警察的冲突间歇，一位埃及人推着自行车通过警戒线。

11月23日，在亚历山大，埃及示
威者烧毁了穆斯林兄弟会下属的“自由
与正义党”办公室。

11月25日，埃及总统穆尔西发表
声明，表示自己手中的权力只是“暂
时”的，并寻求政治对话。

12
月 2 日 ，
在埃及首
都开罗的
最高宪法
法院外，
支持者拿
着总统穆
尔西的画
像参加集
会。

12
月 2 日 ，
防暴警察
在埃及首
都开罗的
最高宪法
法院外待
命。

▲示威期间，埃及开罗解放广场上
的示威者躲避催泪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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