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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观察

舒圣祥

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首
次向社会公开了其为十八届三中全
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总报告全
文。该方案勾勒出了一幅详尽的改
革“路线图”，并提出建立廉洁年金
制度——公职人员未犯重大错误或
未发现腐败行为的，退休后可领取
廉洁年金。（新华网10月27）

“383”改革方案很宏大，其中很
多提法“尺度很大”，被舆论热议过
的很多议题，都在方案中得到体现；

但是，在这个方案中最受媒体和公
众关注的却是“公务员廉洁年金制
度”。此前几天，人社部新闻发言人
尹成基表示，养老金双轨制问题会
逐步得到解决，并将建立符合机关
事业单位特点的职业年金。显然，公
务员廉洁年金制度很可能会建立，
用以“赎买”养老金双轨制的并轨。

有评论尖锐地指出，建立符合
机关事业单位特点的职业年金，与
公费医疗改革后的补充医疗补助一
样，都是以并轨之名建立新的双轨，
让双轨制以一副新皮囊继续存在。
这样的质疑非常有道理：为什么涉
及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改革，总要通
过这种“赎买”的手段？为什么舆论

千呼万唤的“公平”，历经阻挠后换
回来的，却往往只是“新瓶装旧酒”？

当然，廉洁年金性质似乎有点
不一样；因为，要未犯重大错误或未
发现腐败行为，退休后方可领取。接
下来的问题是，何谓“未犯重大错
误”，又何谓“未发现腐败行为”？评
价的标准在哪里？评价的权力又该
由谁来掌握？如果仍旧只是由“权力
评价权力”，则“官官相护”的潜规则
难免会继续流行。需要纳税人掏钱
的公务员廉洁年金，绝不能只为建
立而建立。建立公务员廉洁年金制
度，应明确三个前提：

其一，建立廉洁年金，必须以财
产透明作为前提。这个道理很简单，

如果连财产都不公开，如果连子女
就业情况公众都不知道，拿什么证
明自己“廉洁”？所谓“未发现腐败行
为”，其实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很有一比；在反腐问题上，不应该是
只要“未发现腐败行为”，就被认为
清廉，而应该是凡不肯自证廉洁的，
公众都有理由怀疑腐败。

其二，建立廉洁年金，必须以养
老金彻底并轨作为前提。既然建立
了廉洁年金制度，作为特权存在的
机关养老金，就必须彻底废除，公务
员和普通民众享受一样的社保权
利，履行一样的社保义务，社保缴费
公众缴多少公务员就缴多少，退休
金公众拿多少公务员也拿多少。

其三，建立廉洁年金，必须以对
贪腐行为零容忍作为前提。众所周
知，比起内地腐败分子动不动被判
十年八年，香港惩治力度要逊色很
多；但香港廉政公署有一个绝招
——“零宽容”，就是贪污 1 元也是
贪，廉政公署也要查。只要被起诉的
贪污罪成立，这个人就将失去高达
几百万港元的养老金和公职。我们
既然也要建廉洁年金，就也必须对
贪腐行为零容忍。

总之，廉洁年金不应该只是一
项福利制度，用来“赎买”养老金并
轨；它更应该是一项反腐制度，是让
官员“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防腐
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廉洁年金”应明确前提条件

网言个论

乾羽

近日，广州医生被殴重伤、
浙江温岭三位大夫死伤于患者
刀下，使医患冲突再度成为公众
关注的焦点。由于工作压力较
大、医疗纠纷频发，中国年轻一
代开始重新审视这一职业。表
现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已经出现
“医不过二代”现象——据媒体
公布的最新医师执业状况调查，
中国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
医。(新华社报道10月27日)

不希望子女从医，这是“干
一行恨一行”的极端体现。尽
管，在别人眼中，医生也算是被
人尊重的高薪职业，但客观地
说，医生的工作强度确实很高，
他们面临的风险的确够大。正
因如此，出现“近 8 成医生不希
望子女从医”的结果并不奇怪。

一个职业，且不论收入的高
低，至少人身安全要得到保证

吧？现在倒好，医生的职业说起
来挺光鲜，但实际情况却是，医
生们甚至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
保证——患者或患者家属愤而
杀医的新闻，几乎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出现几例。从这个角度看，
医生确实是一个高危行业。

当然，必须说明的是，那些
恶性的伤医事件只是非常极端
的个案，造成医生紧张的根本原
因，其实是医患关系处于一种真
实而持续的紧张中。

表面上看，患者对医生是毕
恭毕敬的，但其实两者之间的关
系高度紧张。就算患者表现出
了谦卑和礼貌，那也是担心医生
表现不尽如人意，而刻意表现出
来的热情。在他们内心，对医生
还是保持着警惕；而医生也没有
把患者当成是单纯的救治对象，
很多医生会把患者当成是消费
者，或是赚钱的工具。

这难道就是医生和患者之
间该有的关系吗？原本，医生是
悬壶济世者，而患者是医生实现
自己价值的对象，可因为以药养

医的存在,医生和患者之间成为
了利益的直接关联者。在患者
眼中，医生不再是医生,而是治
病的商人，他们想的不仅是把病
人的病治好，还想着如何从患
者身上赚更多的钱；而在医生
眼中，患者也不再是患者，而
是创收的对象，患者的经济状
况和救治情况决定了他们最终
的收入。

“干一行恨一行”，很多时
候只是一种牢骚而已。但当这
种牢骚成为一种普遍的抱怨，
甚至这种抱怨会影响到下一代
的选择时，牢骚背后隐藏的问
题便需要重视。所以，在审视

“不想让孩子当医生”时，应该
看到这种抱怨背后的制度因素。

如果以药养医的模式没有
改变，如果医生和患者的关系
不能理顺，那么医患关系就将一
直处于普遍紧张的状态。而一
旦碰到那些极端的因素，一些不
可收拾的个案就可能爆发。因
此，反思必须深入，不能仅仅停
留在择业观的改变上。

“不希望子女从医”的决绝从何而来

画里有话画里有话
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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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燕明

“我该怎么办？”26日零时
18分，湖南长沙一位小学教师
谭双喜把自己的工作调动通知
发到了自己的微博上。按照长
沙天心区教育局组织人事科的
通知，这位小学高级教师要在
下周一到拆迁指挥部报道，任
务是劝婆婆配合拆迁。目前，官
方撤掉了这份通知，并口头通
知谭双喜回学校上课。

随着法治进步与舆论监督
的深入，类似于断水断电、半夜

偷袭一般的强拆路线，如今虽
未绝迹但已很少见；不过，拆迁
工作的刚需仍然存在，于是强
拆演变成“亲情逼迁”——用家
庭捆绑与株连的方式，去推进
拆迁工作的开展。

这样的“亲情逼迁”，从实
质上来说，与暴力拆迁并无二
致，都是有悖法治精神的。比如
在法治精神上，无论是无罪推
定的原则，还是“近亲属可拒绝
作证”的修正，都是一种人性关
怀的体现，也是在传承亲情伦
理。不过遗憾的是，这种法治精
神在基层，似乎并没有被感知、
被运用，所以“亲情逼迁”才会
层出不穷。“亲情逼迁”比强拆

还多了一重“罪”，那就是其潜
藏着撕裂亲情的风险。

如今，这份要求“亲情逼
迁”的通知已经撤掉，但遗憾的
是，没有诚意的官方纠正，仍难
以给公众信心，要消除基层官
员的人治意识却很难，要消除
他们的株连意识更难。“亲情逼
迁”，一方面见证权力不受约
束，人治因素甚浓；另一方面也
见证一些官员的法律素养明显
不够，或者说是对法律缺乏足
够的敬畏。

就此事而言，撤销通知远
不是终点。对“亲情逼迁”操纵
者的无视与宽容，就是对人治、
对不敬畏法律的间接纵容。

拆迁调令
王成喜/图

新闻：18岁女孩苗丹家住徐州
市铜山区，至今没见过自己的户口
长啥样。直到最近班主任通知高考
要报名，苗丹说出了残疾养父为自
己奔波 18 年却没办下一纸户口的
事。苗丹的班主任呼吁好心人能帮
忙想想办法。（《扬子晚报》10月 28
日）

点点评：房姐一办就是好几个。

新闻：湖北省宜昌市一位八旬
老人尽管有五个子女，却不得不坐
着轮椅、守着棺材露宿街头。直到
老人露宿街头两个晚上后，五个子
女才最终商定，由大儿子将老人暂
时接回家中。（新华网10月27日）

点点评：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
乳之恩。

新闻：河南省第十六个环卫工
人节当天，为让环卫工人放假过节，
郑州市近万名机关干部走上街头，
替环卫工人扫大街，体验环卫工人
的艰辛，让城市文明清洁变成每个
人的自觉行为。作为社会一分子，
公务员扫马路即便是“作秀”又何
妨？（《东方今报》10月28日）

点点评：还是各司其职吧。

新闻：亲子类真人秀节目《爸
爸去哪儿》引发社会关注与热议，也
让“父亲应该在孩子成长中扮演什
么角色”这一话题升温。一项调查
显示，81%的受访市民感觉当前社
会父教缺失现象普遍。（《重庆晨报》
10月28日）

点点评：入学拼爹，上学拼妈。

新闻：63 岁的张翠英以及 60
岁的周有贵在三年前，因无法忍受
吸毒儿子的长期殴打，报警等手段
均无效，将他杀死后埋在自家屋后
的地里，直到今年才被发现。庭审

时，两位老人“翻供”，都称自己是主
谋。（《现代快报》10月28日）

点点评：谁之过。

新闻：日前，重庆视障人士郑
建伟用手摸出雅思6.5分的成绩，进
入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读硕士。当前
中国如果视障人士希望继续进入高
校读书，只能通过“单考单招”的形
式，或者像郑建伟一样，出国深造，
接受更高的教育。（《京华时报》10
月28日）

点点评：祝贺郑建伟。

新闻：一种单身专用的“抗寂
寞拉面碗”被网友称为手机单身一
族的奇葩餐具，这款与众不同的拉
面碗，只不过是在碗沿上加了一个
手机插槽。这样进餐时，可以面对
着手机不耽误看书、上网、看视频，

“解放双手吃饭”。（《武汉晨报》10
月28日）

点点评：有防溅装置么？

新闻：法国人马克·科普因患
病致使行动不便，多数时间需坐轮
椅。他计划本周跳伞飞越珠穆朗玛
峰。如果挑战成功，科普将成为跳
伞飞越珠峰的世界第一位残障人
士。他希望借此次挑战向病友们传
递“希望”的信号。（《新京报》10 月
28日）

点点评：信号很强。

新闻：方便美味的土耳其肉夹
馍是由前来德国打工的土耳其人在
德国发明。发明人努尔曼于 24 日
在德国去世，享年 80岁。不过努尔
曼未曾为自己的“发明”注册专利，
因此未获利。（《环球时报》10月 28
日）

点点评：中国肉夹膜发明者颔
首。

@方流芳（教授）：与中国大
学相比，哈佛法学院的学术活动堪
称至简无华。我没见过在宾馆召开
的学术会议，没见过面对听众、一
字摆开的要人坐席，没见过在演讲
席前摆放鲜花，没见开幕、闭幕有
官员现身，没见过拉学生充当听
众，没见过演讲者身后有个大屏
幕，没见过会后觥筹交错，更没有
见过“集体照”。也许，我孤陋寡
闻。

@奥卡姆剃刀 （科普作家）：
我认为转基因与杂交在安全问题上
实质等同，但大面积推广种植不仅
仅取决于安全，还要考虑综合效
益，这需要大量可靠的数据论证利
弊关系后再做决定。例如抗虫转基
因水稻安全且减少农药量都是真实
的，但增产多少？农民增收多少？
综合效益提升多少？这些必须要论
证，不能以“安全”这单项指标向
农业部逼宫。

@武大沈阳 （学者）：【信息
社会的三个时代】 人被PC奴役的
奴隶时代：PC强迫人类必须坐在
跟前才能使用，对人的友好性非常

有限。人和手机成为朋友的时代：
人平均每天看150次手机，但至少
离 40 厘米才健康。人把可穿戴设
备当宠物的时代：你会逐步习惯整
天戴着智能戒指、手环、谷歌眼
镜、衣服鞋帽。目前正处在第二时
代向第三时代转型之时。

@王旭明 （语文出版社社
长）：小店用餐，闻邻桌妇女训
子：不许玩纸 （餐巾纸）；子玩
筷，母训曰：不许动筷；子摸碗反
复把玩，母狮般吼：不许摸碗，乖
乖呆着，像妈妈一样等着吃，乖乖
的妈妈给你买蛋糕，再乱动什么都
不给你！饭上，子慢吃，母复吼：
大口吃！邻座惊之，吾亦思之：大
人病如动辄命令、诱惑和恐吓，已
传染至母！

@光远看经济（学者）：国人对
真正的重大制度变革是如何的迟钝
啊。取消了有限责任公司3万元和
股份公司 500 万元的出资限制，只
要 1 元就可以开公司；取消了政府
对公司的年检，政府再也不能以此
来收费和折腾公司，这是多大的制
度变革？居然没啥人讨论和关注。

点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