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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正
式在沈阳开幕。原本开幕式
的预算是9000万，可最终只
花了900万。有声音认为，
这一场自1987年以来首次在
白天举行的全运会开幕式，
用最为朴素的方式，还原了
体育的本质和运动会的初

衷。(9月1日《扬子晚报》)
第十二届全运会的简朴开幕，既在情理之

中，也在意料之中，其所受好评，更是理所当
然。在一个宏大的视野下看全运会简朴开幕，起
码具有两重意义：

其一，对当前社会风气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

用。一段时间以来，抵制奢侈之风成了全社会共
识，人们关心思想上的转化，关注行动中的转
变，更希望能够经受考验和检验。作为国内较为
重大的活动之一，全运会的简朴开幕，无疑回答
了社会疑问，传递了新风新气，坚定了全社会继
续抵制奢侈之风的信心和决心。

其二，为大型活动树立了一个标杆。不知从
什么时候起，奢侈开幕式成了大型活动的“标
配”。豪华的舞台、大牌的明星、绚丽的现
场……像极了一场“嘉年华”，只是繁华过后是
落寞。大型活动何需奢侈开幕渲染？如果一个活
动最后只剩下“奢侈的回忆”，这样的活动何言
成功？反过来讲，开幕的奢华，倒是让人产生喧
宾夺主、不切主题之感。

体育运动会本身，魅力应该在于体育，而非
奢侈开幕。不追求体育的精彩，只追捧开幕的奢
侈，是一种本末倒置，这是与体育精神背道而驰
的。本届全运会略显简单甚至简陋的开幕式，恰
恰回归了体育精神。

客观地讲，在转变作风的背景下，简朴、简
约、简单，已经成了一道开幕风景，并非仅仅全
运会开幕这么做。有心者不妨百度一下，很多地
方在组织活动时都是如此。但必须看到，这种变
化如果没有严厉制度的约束，未来仍然有反弹的
可能。换句话讲，在一些方面看来，现在转变作
风的工作抓得紧，自然不能奢侈开幕，而一旦放
松约束，很可能会死灰复燃。

转变作风是一场持久战。但需要注意的是，

真正的转变应该是内心的转变，最美丽的风景应
该是常态化的风景。要想简朴开幕不是昙花一
现，能够在更大范围习惯性固定下来，关键在于
让这种作风入心入脑，成为条件反射。制度更有
根本性，要通过制度的力量，让开幕式永远不敢
奢侈、不能奢侈。因此，当前有必要针对大型活
动，明确标准、界定边际。前段时间，五部门提
出要节俭办晚会，就传递出一种积极导向。

简朴开幕不仅应该成为全运会，也应该成为
所有大型活动的标准配置。这不仅是民意期待，
也是活动本身的要求。全运会简朴开幕受到的掌
声，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希冀简朴开幕成
为一道风景，而这需要制度保障。制度跟上了，
氛围形成了，简朴的风气就会流之久远。

9月1日《中国证券报》报道，由国研中心、社科院
等四家学术研机构所做的社保体制改革顶层设计
方案，已于8月底上交相关部门。方案的重点包括养
老金整体投资运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养老保险跨省转移等方面。

社保体制改革是关系公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其
改革设计方案，理应广泛听取公众意见，使方案最
大限度地完善可行，而不是由一些专家“闭门造车“。

这样的担忧并非是杞人忧天。前不久，“从2015
年开始逐步延迟领取养老金，2030年之前完成男女
职工和居民65岁领取养老金”，清华大学养老改革体
制方案甫一公布旋即引发公众强烈质疑。

开门立法有很多好处。采用公开征求立法建
议、立法听证等方式，让公众的意志从立法的最初
就得到体现，从而提高立法的透明度，使立法更好
地集中民智、体现民意、符合民心。相反，如果只是由
少部分专家”自言自语“地制定、设计，那样的方案，
显然缺乏群众基础。

事实上，有关社保体制改革方面的民间呼声和
民意诉求，各界都不陌生。比如，在破除退休养老双
轨制方面，公众意见比较集中。所以，在设计社保体
制改革方案时，更需考量到其的复杂性，而透明公
开、广纳民意，无疑是使方案更趋完美的必经途径，
这也是群众路线在执政行为中的具体体现。

8月29日《华商报》报道，7月31日下
午，王女士在陕西宝鸡市市区妇幼保健医
院乘坐公交3路车回中山路的店里，回店里
之后才发现手机不在了。

正当王女士觉得手机找回来无望时，
店里杨姓朋友打电话告诉王女士所有的电
话都被人呼转到他的手机上了。于是王女
士试着给原来的手机发信息：“大哥，手

机也值不了多少钱，里面有很多电话和图
片资料，你就还给我吧。”谁知小偷发信
息告知她：“你就当买个教训吧，我也丢
过两次手机，有些事你是必须要经历的，
祝你早点找到如意郎君，早生贵子，哈
哈。”收到小偷的信息，丢失手机的王女
士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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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浙江律师吴有水分别向全国31个
省 (市、区 )计生委、财政厅寄出快递，申请公开
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收支及审计情况。截至8月30
日晚，浙江律师吴有水已收到来自17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计生或财政部门依申请公开的2012年度社
会抚养费征收总额，合计超过165亿元。但在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未有任何一个省份的
计生或财政部门依据吴有水的申请，公开社会抚养
费的预算情况或用途。(8月31日《新京报》)

全国的社会抚养费达到一百多亿元，的确不是
小数，但去向却一直成谜。尽管许多人士呼吁公
开，专家学者也建言应主动公开，但各地以种种理
由搪塞，为此，社会抚养费一直未能真正“公
开”。

原国家人口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曾公开称：“法
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
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
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既然不是罚款，
是补偿公共资源消耗，那便更需公开其收支情况
了，不公开公众怎么知道到底补偿在何处了？不知
道补偿何处又怎么知道这背后是否有猫腻、是否契
合程序正义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抚养费的收
支、去向等情况，皆应在公开之列。

当前，社会抚养费其收支情况并没有完全的公
开，这次即便有律师申请公开了，也大多只是笼统
的数据；与此同时，则是“社会抚养费”的制度跑
偏。尽管国家规定，社会抚养费采取收支两条线，

但某些地方却实行“返回制”——— 一些地方规定将
80%至90%的社会抚养费归计生部门。在罚款经济
的诱惑下，一些计生部门陷入“为了罚款而罚款”
的误区，而不是主动进行管理或教育。此外，因为
缺乏必要的公开，背后的钱权交易、权力寻租等新
闻也频频爆出，这一切的“跑偏”，不仅背离了计
生制度的本义，也消解了社会抚养费的正义。

越是社会抚养费乱象重重，越要对其进行充分
的公开透明。人口学者梁建章认为，社会抚养费的
征收标准、由谁来征收，应交由社会公开讨论，由
全国人大确定；此外，社会抚养费的收支必须公开
透明、接受审计。没有公开便没有正义可言，如果
社会抚养费的收支情况一直是一本模糊账，必然会
引发公众对其正义性的考量。自然，公开的阻力重
重，源于社会抚养费是一块肥肉，一些地方往往会
“雁过拔毛”，一旦公开，便会丧失既得利益，相
关部门拒绝公开，不过是一种利益保护罢了。

前段时间，国家卫生计生部门表示“将依据实
际逐步完善生育政策”。事实上，社会抚养费作为
计生政策的一环，同样需要完善。如何完善？一
者，便是公开社会抚养费的收支情况营造“阳光计
生”；二者，便是破解计生部门“为了罚款而罚
款”的误区；三者，近年各地失独家庭的增多，意
味着养老负担的沉重，而这，按着社会抚养费征收
的本义，补偿失独家庭应当仁不让。自然，要达成
这般效果，肯定是要触动既得利益，但改革敢于
“碰硬”，才会有实效。

8月30日，深圳普降暴雨，局部大暴雨。在这场大
暴雨中，一名女司机开车受困并溺亡，遇险途中她
拨了4个求救电话，但终未赢得生机。另有一名理发
师水中触电身亡。(8月31日《广州日报》)

城市内涝导致人丧命，令人悲痛。分析一下案
例，不难发现，内涝致死很多时候是个人原因，与个
体自身有很大关系。在内涝中丧命的市民，绝大多
数是在侥幸心理之下，无视安全条件乱跑、乱窜，乃
至开着汽车横渡深水，结果汽车进入深水之后无法
行驶，不能前进，不能退，车门又打不开，最终丧命。

其实，城市内涝致人死亡的悲剧并非不可避
免，除了个人注意安全之外，城市管理者怎么做也
很关键。

首先，在城市排涝系统不科学的当下，管理者
应清醒地认识到暴雨到来可能造成的危险，要尽早
制定预案，安排工作人员在容易造成内涝的地段执
勤，对过往车辆、行人进行引导，并及时进行救助，而
不是等到事故发生之后，才去救助。其次，城市管理
部门应当在台风暴雨到来之前，开展自我救助教
育。教导人们在内涝情况下如何安全出行，提高市
民在内涝面前的自救能力。至少要让大多数市民知
道不要开着汽车横渡深水，不要在水中轻易触碰家
用电器，这些常识必须教给市民。最后，对发生城市
内涝致人死亡悲剧的，应当追究城市管理者的法律
责任，倒逼相关方面采取措施保障市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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