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3月27日报道，因
为儿子生前没有尽孝，新疆石河子的一位八旬
老人将自己的房产口头赠给了照顾自己多年的
邻居。老人去世后，儿子前来要求继承老人房
产。这套房产究竟该判给谁？近日，新疆石河
子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遗产继承纠纷
案。

在庭审中，老人的儿子则认为邻居张福一
家虽然是在日常生活上对老人给予了照顾，但
和父亲没有亲属关系，无权继承老人的房产。
针对这起案件法院庭审审理认为，遗赠属于无
偿的民事行为，老人的儿子提出张福一家无权
继承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老人的房产由邻居
张福儿子张小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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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以来，全国出现了“单独两孩”新政
启动的小高潮。截至目前，已有9省份正式实施“单
独两孩”新政，此外有20个省份推出了实施该政策
的时间表。

各地出台的“单独两孩”政策，可谓五花八门。
比如天津、北京和四川保留了新政实施过程中设
置生育间隔，而且生育间隔的年龄又各有差异。同
时，有关“单独两孩”政策实施的时间表，虽然多数
省份将新政实施的时间设定在上半年，但河南则
提出争取下半年依法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宁
夏或年内启动新政。由此可以看出，“单独两孩”政
策实施的时间表，各地差异可以长达半年以上。

“单独两孩”政策应尽可能避免各自为政。尤
其是相对较为严苛的天津、北京和四川，客观上造
成了这三地符合条件的夫妇，在享有“单独两孩”
生育权上，相对其他地区的民众，恐怕有一种明显
的不公平感。而由此造成的区域政策落差，是否会
造成有些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过各种途径
外流到其他政策“洼地”地区，从而间接加剧了当
地医疗福利等公共资源的紧张程度？

与此同时，随着新一轮生育潮的到来，北上广
相对就比较紧张的医疗教育住房等体系都需要进
一步变革。虽然市场经济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资
源分配的效率，但政府理应未雨绸缪，在制度公平
上多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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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陆续搬往远离市区的呈贡新区以来，昆明市级
机关食堂就开始向社会开放。昆明市机关事务管
理局办公室主任邵航涛说，“让老百姓和公务员
坐在同一个餐厅吃饭，也是群众路线的体现
嘛。”(3月27日《人民日报》)

机关食堂，顾名思义就是机关内部食堂，是
专为体制内的人开设的。长期以来，机关食堂在
社会人眼里比较神秘，机关食堂供应什么饭菜，
以什么价格供应，食材是否特供，都是让人好奇

的地方。当机关食堂变成“社会食堂”之后，就
有利于去神秘化，还原本来面目，这是机关食堂
开放的价值。

机关食堂开放能打破特殊福利。众所周知，
机关食堂饭菜比较便宜，有的是因为有财政补
贴，主要是因为机关食堂没有房租、税费等支
出。过去只能是体制内的人享受机关食堂的廉价
饭菜，而昆明市级机关食堂对外开放，意味着体
制内的人长期独享的一种特殊福利，社会公众也
能分享了。

尤其是，机关食堂社会化能够让机关食堂与
财政补贴“断奶”，实现自我运营。据悉，南方
某市区政府曾披露，从2001年到2005年，该区政
府每年对机关食堂的财政补贴均为300万元。这

显然增加了财政负担。而昆明市级机关食堂开放
后进行多元化经营，不仅没有财政补贴，自我经
营还有盈余，值得其他机关食堂学习。

而且，机关食堂开放还能拉近公务员与老百
姓之间关系，增加了解和互信。有全国人大代表
认为，公务员与老百姓之间存在强烈对立情绪。
尽管这不是普遍现象，但是，很多公务员与老百
姓之间存在缝隙、互相了解不够却是事实。同在
一个餐厅吃饭，必然能够增进互相了解、拉近距
离。

另外，机关食堂对外开放也是为社会中低收
入群体提供了一种“经济型或者廉价型的用餐保
障”。一般来说，有钱人是不太可能专门到机关
食堂来吃便宜饭的，到此吃饭的社会人群应该多

是中低收入群体如老年人、外来务工者等。城市
有经济适用房，从某种程度而言，对外开放的机
关食堂也是一种“经济型餐厅”。

在笔者看来，有条件的其他地方机关食堂，
也应该打开大门、拆除栅栏，实现对外开放。近
年来，尽管机关食堂掀起节约之风，但负面消息
仍不断，比如，浙江省人大代表、开元旅业集团
董事长陈妙林今年初透露，个别机关食堂装修越
来越好，比五星级酒店都要好；有的机关食堂用
的是荷兰青瓷餐具，贵的2000元一个……

机关食堂只有对外开放，让老百姓监督，才
能刹住奢侈之风，或者说才能还原真相。尽管机
关食堂开放会令一部分公务员不满意，也给管理
上带来挑战，但是，却能换来更好的社会效果。

3月26日出台的《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
型城镇化的意见》明确，将打造京津保三角核心
区，做大保定城市规模，以保定、廊坊为首都功能
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和京津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
地，与京津形成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区。(3月27日新
华网)

“保定作为畿辅节点城市，利用地缘优势，谋
划建设集中承接首都行政事业等功能疏解的服务
区”，已被证明是解决大城市病的有效路径。比如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是其最大的城市群。为防
止城市大规模膨胀造成的问题，日本先后三次实
施“城市副中心”战略，使副中心和中心城区一起
承担起东京的城市功能，逐步形成了“中心区-副
中心-周边新城-邻县中心”的多中心多圈层城市
格局。

资源外迁、资源共享、城市间分工协作，不仅
在京津冀城市群是值得期待的发展模式，有利于
解决北京大规模膨胀造成的大城市病；在长三角
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规划
中的各大城市群，同样值得借鉴。城市群建设，应
该致力于形成多中心多圈层的城市格局，避免中
心城市一家独占核心资源，如果等到大城市已经
病入膏肓再来治理，那就会走很多的弯路产生严
重的资源浪费。

随着青岛老城区“无地可用”，一些
学校的操场建在了楼顶上。“空中操场”
成为老城区破解中小学运动场地不足的一
景。这多少折射出老城区规划的尴尬与无
奈——— 城市建设缺乏前瞻眼光，基本上是
属于建设到哪里，规划到哪里。

同样在青岛市，城阳区不仅建起体育
广场和市民运动公园，每一个学校都有自
己专用的运动场地。其中关键是城阳区以
规划为先导，预留出市民的健身运动用
地，8分钟健身圈和城市“绿道”率先在
我国的北方地区破茧而出。城阳区的领导
者用规划的红线圈出市民运动的空间，依
据规划还建起市民运动的空间。城阳区委
书记孙立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
我们借鉴老城区的经验和教训，在规划和
建设上做足文章。否则，把地用完了，我
们想做也没有办法。建设体育广场和市民
运动公园，就是让市民共享我们发展成
果。”

城市建设，规划先行。在城市化和城
镇化的进程中，随着城市用地的紧张，如
何用好寸土寸金的城区土地，衡量着城市
的领导者和建设者眼光的高下，折射出
“以人为本”在城市领导者心中的分量。

体育用地体现着一个城市和地区的领
导者对市民和辖区居民的责任担当。在我

省，日照市在全省率先作出全市城区的公
共体育设施专项规划，科学规划建设公共
体育设施，以便民利民为理念，围绕群众
的体育需求，建设群众的身边场地。将公
共体育设施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相结合，
与打造十五分钟文化圈相结合，全面整合
社会资源，加大公共体育设施的力度，满
足群众健身的需求，提高市民的身体素
质，与城市总体规划相互促进，相得益
彰。

在城市小区建设，在城镇化建设中规
划全民健身场所，留足健身锻炼的地方，
事关市民的安康。临沂市在城区沂河两岸
的绿化带上设置了健身器材，大大降低了
全民健身的门槛，使沂河两岸成为城市的
大客厅，市民在山水之间健身娱乐，成为
城市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城市
化人口已经超过50%。在这一大背景下，
做好城市和城镇规划，在城市建设、小城
镇建设中留有市民健身场所等公共服务的
配套设施，应当成为我省各级党委各地政
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一句话，城市的总体
规划看眼光，城市详规看境界，是否执行
公共体育等配套设施与规划，反映着一个
城市管理建设者的眼光高低和境界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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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两孩”政策

最好有统一“杠杠”
□ 毕 舸

城市规划要留有健身场所
□ 于晓波

外围城市“疏解首都功能”

可缓解大城市病
□ 舒圣祥机关食堂变“社会食堂”的多重价值

□ 张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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