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通过了《居住证暂行条例（草案）》。草案规定
在全国建立居住证制度，明确了居住证持有人通
过积分等方式落户的通道。（10月22日《人民日
报》）

从《居住证暂行条例（草案）》的公布，可以想
见的是，无论是享受公共服务还是积分落户，会
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
将从居住证制度中受益。从改革进程来看，实施

居住证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过渡性质，但无疑
是户籍制度改革迈出的关键一步，也是推进公共
服务均等化的关键一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让每个人平等享受公
共服务，也是法治的应有之义。但很长一段时
间以来，究竟该留在北上广等大城市继续打
拼，获得更多更好的机会，还是回到小城镇或
农村，是摆在很多人面前的两难选择。那些认
为不该留在大城市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
当地户籍，无法享受和当地居民一样的权利和
公共服务。而所谓户籍制度改革，最大的难题
就是要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教育、医疗、
卫生等权益，通过更为公平合理的制度设计，
保证公共服务对全体民众的均等化。

应该讲，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放开。进入市场经济
后，随着流动人口规模扩大，很多地区最开始
实行的是暂住证制度。只是暂住证的主要任务
是社会治安管理，没有规定持有暂住证者能够
享受怎样的权利，又该承担怎样的义务，本身
带有一些身份歧视的色彩。相比之下，这次推
行居住证，更强调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既划定
了申请的政策红线，也规定了持有者的权利，
让其能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突出了公平性。
不过也要看到，作为流入地的地方政府，财力
有限，能提供哪些福利，提供到什么程度，都
会有一定的选择性，福利清单也存在一定的优
先顺序，比如就业、义务教育、公租房等要优
先保障。这些都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不能急
于求成。

当前，以居住证制度为突破口，推进户籍
制度改革，对保持经济长期发展动力大有裨
益，也是推动城镇化的重要举措。一段时间以
来，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大
量流动人口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实现实质上的
城镇化，导致城镇化的质量不高。实现“人的
城镇化”，关键是要把人们的权益摆在首位。
居住证制度可以在合理控制城市规模的同时，
通过“梯度赋权”的方式提高对各类人群的公
共服务覆盖率。从这个意义上讲，户籍制度改
革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居民的权利逐渐
平等了，对农民和非户籍居民的身份歧视自然
也就失去了基础。所以，踏踏实实地推进户籍
改革，宁肯速度稍慢一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
等化就能更顺利地实现。

一名6岁女童因安排的学校不是离家最近，
将浦东新区教育局起诉到了法院。法院审理认
为，学区划分管理模式下的“就近入学”并非以距
离作为唯一考虑因素，教育行政部门的合理学区
划分应得到尊重，遂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原告
不服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审判决。（10月21日

《新闻晨报》）
“就近入学”便利儿童、少年在“家门口”入

学，也是每一位家长的心声，但法律并未对“就近
是多近”作出明确规定。

就近入学权并非专为特定个体设计，这就决
定了“就近”不是绝对的近，而是相对的近，是基
于对某一地域、学区所有适龄儿童、少年的整体
利益考量。由于存在着行政规划、学校布局及各
中学招收学生人数不同等因素影响，学区划分不
可能以学校为中心、以同等半径画圆，这也使得

“就近”不可能绝对指地理位置的远近，不是哪个
学生的住址离哪所学校近就叫“就近入学”。

家长主张孩子“就近入学”时，不能无视学校
招生布局和教育部门合理规划需要，而提出过分
诉求。就近入学，首先是要保障每个学生都有学
上，然后才是上好学。当然，教育部门也应该综合
考量实际情况，细化“就近入学”标准，科学、合理
划定学区范围，让“就近”最大化趋向“最近”，并
通过学校融合、师资共享等提高优质资源供给能
力，尽量满足家长、学生合理化诉求，争取教育平
衡的最大公约数。

数据时代，社交网络在人际交往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许多人喜欢以此为平台，记录分
享自己与家人的日常生活，尤其热衷“晒娃”。
但多数人表示很少或从不查看社交网站的照
片隐私设置，即便删除了曾经发布的图片，它
也可能早已被复制到其它地方。在一些极端情

况下，“不正当使用”的照片也会无意中将孩子
推向危险境地。对一些犯罪分子来说，这些网
站无异于寻找目标的“花名册”。很多人上传照
片时，轻易暴露了家庭住址、经济状况等信息。
通过拍照时间、地点，很容易推测出孩子独处
的时间和场所，导致不少性侵、拐卖案件发生。

安徽利辛26岁女子李娟被恶犬咬成重伤
的事，持续在网络发酵。李娟的家人多次向
媒体表示，李娟在下班回家途中，救了一名
被两条大狗追逐的小女孩，自己却横遭不
测。事发后，李娟收到超80万捐款。然而记
者调查后，发现情节大逆转，李娟并非在回
家路上受伤，而是在一家养狗场内被狗咬伤
的，而这家养狗场的主人，正是她的男朋友
张宏宇。张宏宇也承认，自己撒了谎。（10
月21日《现代快报》）

人们之所以伸出援手，除了基本的同情
心，还与内心的气愤与正义有关，因为“施救
者”积蓄花光已没钱治疗，“被救者”却始终没
有露面，这对于焦虑于“好人没好报”的公众来
说，显然是一种刺激，他们感叹道德滑坡，自然
希望以微薄之力，帮助见义勇为的女子。

遗憾的是，新闻反转，根本不存在见义
勇为的行为和忘恩负义的冷漠。这就意味
着，人们的善举其实是被欺骗出来的善举，
人们的气愤根本就是一种被刻意引导的情
绪，而至于公众内心的正义感，则成为了别
人炒作的工具。此时，作出善举的人们像吃
了一只苍蝇一样，因为善良被无情利用，他
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新闻炒作的参与者。

有人说，这可能是一种无奈之举，当事
人的情况的确非常悲惨：四肢伤得比较重，
已经做了三次手术，花费了40多万元。对于

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摊上这样的事无异于晴
天霹雳。当事人说了一个感人的，而且撩拨
公众焦虑的故事，从而顺利募捐到了善款。
个人的危机得到了暂时缓解。

但这样的行为给社会留下了什么呢？有一
种“意图伦理”说，只要认为自己的意图是好
的，就可以不计后果。面临自救困难的当事人
向社会发出求助，在求助过程中编造了一个具
有新闻价值和刺痛社会舆情的故事，结果是当
事人获得了足够捐款，解了燃眉之急。但问题
是，这样的“意图伦理”同时透支了社会信任，
加剧了道德焦虑，一旦这个故事被拆穿，人们
就会更加失望，人与人的关系就会更加紧张，
做好事的动机就会减少。这样的“意图正确”反
而成了一种真实的破坏力量。

如果人们以为只要意图是好的，就可以
去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不计任何后果，那么
“好心办坏事”就会成为一种常态。而在这
种常态下，所有人的利益其实都得不到保
证。就像，当利辛女子救人被狗咬伤被证明
为假新闻时，其实咬伤的不仅是她本人，也
咬伤了爱心，透支了慈善，人们无疑会变得
更加多疑和焦虑。如果再冒出个救人被辜负
的新闻，人们或许就会考虑这其中是否有被
欺骗的风险。结果，人人都处于保守与自危
的状态，到那时又何谈信任与道德？个案会
放大感受，会加剧焦虑，这是教训。

作 者/ 张建辉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中秋国庆节点的“每周
通报”结束。点名道姓通报曝光686人。其中，有78
人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被追责，66人受到免职或
撤职处理，35人被开除党籍。点名道姓通报，第一
时间公开曝光，已成为新一届中央纪委把纪律和
规矩挺在前面，形成有力震慑，体现全面从严治
党的有效方式。（10月20日澎湃新闻网）

一个个通报点名，就是一次次警钟长鸣。
越公开，治腐越有力；越透明，监督越有效。
有专家称，地方上常有不点名批评、隐约点名
批评的习惯，这实际上都是将被批评对象虚
化。点名通报为地方作出示范，也是一次对监
督常识的还原。

习惯于“匿名”通报，就是在习惯于同体
监督，将对官员的监督约束于行政体系内部，
而点名通报在将当事人信息一并告知社会之
外，也在将污点官员重置于公众监督的场域
中。这需要的是异体监督的自觉与勇气，并不那
么难。因此，对于中纪委的点名通报，肯定之后，
不妨尝试将其制度化，强制性要求地方政府在类
似的通报中实名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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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户籍改革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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