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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骤富”颠覆了传统的致富模式，如果
政府不对转型农民进行积极有效的引导，那么
他们因“冲动消费”，将有返贫之虞。

记者5月28日见到张建华时，他刚搬进装
修一新的拆迁安置房，并买了一辆帕萨特轿
车，还打算带妻子乘飞机到云南旅游。

“对于我来说，似乎一夜之间，就不用为钱
发愁了。”他有些兴奋地说，“当拿到几百万拆
迁补偿款时，我第一次感觉到，钱仅仅是个数
字，但却可让一个人活得更体面。”

张建华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一位农民，
因为拆迁，他与全村大部分农民的命运发生巨
变，从农民转身为市民，且一跃成为富人。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像张建
华这样生活在北京一些城中村及农村的农民，
因拆迁而一夜骤富，他们或领取了政府的巨额
征地补偿款，或因拥有多套房产，从而跻身富
人行列。

因富裕来得太快和太容易，许多转型农民
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念受到了极大
的冲击，少数人还过起了游手好闲、斗富比奢
的日子。

“目前有些‘拆迁富翁’的身份，虽然已是
市民，但并没有完成向市民的转型。”北京石油
化工学院社会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先锋教授
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如何引导农民合理使用
和打理好拆迁款，如何使他们能真正融入城
市、适应城市的生活，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重
大社会问题。

京郊农民的“拆迁盛宴”

近年北京城市化进程非常快，大量城乡接
合部及郊区县村庄的消失速度，被轰鸣的推土
机不断刷新。

以大兴区为例，2009 年，大兴区共拆迁 33
个村，涉及转非劳动力7000余人。2010年预计
拆迁64个村，涉及转非劳动力2.3万人。

另据不完全统计，2010 年，朝阳区将有 45
个村拆迁，涉及 4.67万农民，海淀区将有 20 个
村拆迁，怀柔将有 3 个城中村拆迁，昌平至少
30个村拆迁，等等。

“拆迁富翁”聚居地随之兴起。如朝阳区
的大望京，通州区的梨园镇、张家湾镇，大兴区
的黄村镇、西红门镇、旧宫镇、瀛海镇、亦庄，平
谷区的王辛庄镇，门头沟区的永定镇等。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副镇长白艳英向
记者介绍，根据占地时间、所处区域、参照政
策、拆迁主体，以及宅基地面积、家庭人口、房
屋数量等等因素的差异，每个拆迁户得到的补
偿款并不相同。

“有些农民拆迁可得到几套回迁房，有的
还多出 1 至 2 套用于出租或出售，不用工作就
有收入。对于他们来说，这笔收入也非常可
观。”白艳英说，“一般来说，这些家庭至少会有
十几或几十万存款。”

以一户普通农户为例，有三分地的宅基
地，如果执行新的补偿标准，该户家庭除了可
得到两三套回迁楼房外，另有四五十万元的拆
迁补偿款。要是执行六七年前的拆迁政策，则
只有二三十万元。

“在高房价时代，出现‘拆迁富翁’不足
为奇。”北京市朝阳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
的官员说，有些地方政府不愿看到拆迁引发
群体性事件，甚至出现上访、自戕等极端事
件及其带来的高昂社会成本，所以出手比较

“大方”。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拆迁富翁”的出现是

权利对等博弈的结果，说明了农民维权意识在
不断增强，也有了与地方政府或开发商谈判的
能力。同时，也表明了有些地方政府或开发商

摒 弃 了 强 拆 思
维，学会了对市
场和公民财产权
的尊重，使拆迁
方式与定价方式
渐渐合乎程序、
正义的共识。

但 也 有 专 家
认为，农民因拆
迁一夜骤富的现
象极不正常。中
国人民大学社会
学系周孝正教授
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有些地方为
拆迁补偿不到位
而发生暴力拆迁
事件，而有些地
方却能使农民一

夜骤富，这说明政府在依法执政方面存在一些
弊端，尤其在拆迁补偿上缺乏全国的科学统
筹。”

“冲动消费”潜伏返贫危机

5月 18日，记者来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
的一个新建拆迁安置小区，看到了小区停满一
辆辆崭新的小轿车，其中不乏高档名牌车。

刚搬来不久的居民张大爷告诉记者，因为
拆迁，他得到 200 多万元补偿，最多的人家达
800万元。

得到巨额拆迁补偿款后，很多人盘算着
如何花钱。居民王先生说：“我想买辆好
车。好车的标准是价格应在 20 万以上，降低
点要求，至少也是要 15 万，低于这个标准就
掉份了。”

也有人买下好车不仅仅是为了显摆。5月
19日下午，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大望京某社区
西侧门口，约见了正在这里“趴活”的黑车司机
黄遥。

据黄遥说，他所在的村子前年拆迁，除得
到一套回迁住房外，他还获得 400多万元补偿
款。地没了，总不能闲着，便买了一辆奔驰跑
黑车。哪想到油价一个劲地涨，养车费用日趋
昂贵，生意又不好。

“别看我的车是奔驰，跑黑车还真不如那
些捷达。”黄遥苦恼地向记者坦言，“有人看到
我的车是奔驰，不但不敢坐，反而看我目光怪
怪的。”

他现在是进退两难：卖掉车吧，只能折旧
卖，自己一下就亏 10多万。不卖吧，这车只会
一个劲地“烧钱”。

记者调研发现，“拆迁富翁”普遍对未来生
活缺乏科学与理性的规划。有的人被设局拉
下水参与赌博，拆迁补偿款被套取。

为了补偿款的分配，有些拆迁户亲人之间
大打出手，导致家庭破裂，甚至对簿公堂。

还有些“拆迁富翁”家庭的未成年孩子，因
为家里一夜骤富，心态大变，出现比富、奢侈、
厌学现象。

中国科学院社会学所赵春燕博士说，“拆
迁富翁”并非北京特有现象，在城市化进程很
快的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区，凸显的类似问题
也亟待引起重视。

“一个人可凭借自己的知识、智慧和技能，
创造实现富裕的梦想，但靠土地一夜骤富，已
经颠覆了传统意义上致富模式和社会价值观
念。”李先锋对此表示忧虑。

周孝正认为，在拆迁进程中，农民所能得
到的补偿待遇正在逐步提高，这既意味着他们
的生活有了更多选择，同时也可能导致命运的
失衡，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值得深思。

赵春燕对此也感触颇深：“对于一向种地
谋生的农民来说，缺乏投资理财意识不足为

奇，面对突然到
手的财富，大多
数人自然会手足
无措。”

“如果‘拆
迁富翁’挥霍式
消费，除了种地，
他们又缺乏其他
基 本 的 生 存 技
能，这会使他们
坐吃山空，返贫
的可能性极大。”
赵 春 燕 分 析 认
为，“他们已经失
去赖以生存的土
地，一旦返贫，必
将成为整个社会
的包袱，影响社
会的稳定。”

已有前车之
鉴。据了解，2003年至 2006年，首都机场扩建
范围内的顺义区龙山、塔河、桃山、冯家营等 6
村整建制拆迁，有些拆迁农民拿到补偿款后，
就出现挥霍和盲目投资现象，有些因此返贫。

“拆迁后”保障体制需跟进

大兴区社会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尚建刚直
言：有些“拆迁富翁”存在不理性消费状况，尽
管与他们存在盲目的炫富与攀比心理有关，但
主要原因还是政府对他们正确消费观念的引
导力度不够到位，尤其是拆迁后的体制跟进还
相对滞后，也是原因之一。

中国经销商学院常务副院长强磊教授表
示，政府对转型农民应加强正确的消费指导，
政策规划上要科学。他建议，可遵循“先生产
后生活，先保障后消费”的原则来实施，如可尝
试分期拨付拆迁补偿款。

“有些农民，人上楼了，而思想观念还没有
上楼。对于政府来说，如何转变农民的思想观
念，还任重道远。”尚建刚说，“同样，让转型农
民的资产能保值增值，是政府获得农民信赖的
基础。这对于政府来说，压力不小。”

4月 10日，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迎来了
一位特殊的老师——受大兴区妇女儿童活动
中心邀请，北京一家金融机构理财规划师来到
这个小镇，为 200 多名妇女举办“家庭科学理
财”讲座。

“理财规划师讲得非常好，给我的启发很
大，希望以后能多参加一些这样实用的讲座。”
时隔一个多月，当时参加听课的一位妇女还很
兴奋。

中共北京市大兴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
记张德广对记者介绍，为确保失地农民能顺利
完成市民身份的转型，大兴区从一年前开始探

索，已初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具体的“四有”方
案，即“就业有岗位、增收有资产、生活有保障、
管理服务有组织”。

“随着市场准入门槛的提高，没有了土地
作为缓冲，转型农民创业的成本和风险在增
加，对创业失败的容忍度必然降低。”强磊说。

目前，大兴区专门出台职业技能培训补
贴、用人单位招用本区劳动力一次性奖励、创
业扶持等八项政策，并安排了5000万元专项资
金，用于促进就业工作。

在资产增收方面，大兴区通过集中归并、
资产量化、统一经营等形式，努力实现集体资
产产权变股权，农民变股民，确保集体与农民
的长期收益。“让失地农民的财富有造血功能，
是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张德广说。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让农民持久合理地分
享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是真正化
解“拆迁富翁”返贫危机之根本。

在生活保障方面，大兴区的转非人员社会
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保率都达
100%。

此外，大兴区还对原有村集体组织进行梳
理，明确撤村建居过程中的各自岗位职责、工
作重点、任务标准，积极发挥组织作用，创新组
织服务形式。加上大力挖掘社会组织的服务
作用，使农民的思想动态和生活实际需求在转
型过程中得到及时掌握和反馈，排除和疏导不
少基层基本矛盾。

“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制度设计需要更
细致、更科学。”赵春燕认为，这不仅需要与产
业发展规划相匹配，还要为农民转型设计保障
性制度。尤其要加强对这种特殊人群的心理
疏导和观念引导，帮助他们尽快克服由于以往
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所带来的束缚，以新的
角色更快地适应市民生活。

据《瞭望》

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每到高考前后，都会
引发全社会的集体性议论，今天我们是否需要换一换
视角审视高考呢？

高考已经走过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代，精英
教育渐次远去，大众教育不期而至。数字显示，今年北
京高考统招录取率将达到创纪录的84.6%，比去年提
高近5个百分点。除了北京，浙江等地的录取率也超
过80%。教育部提供的数字则称，预计今年全国平均
录取率比去年增加近7个百分点。在这种语境中，我
们打量高考就应该多一些平常的心态，就应该将目光
放在宽进严出上，大学不能一招了之，不能为了扩招而
扩招，否则就难以培养出合格的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有957万名，
从绝对量看实属不少，但比去年减了65万。笔者注意
到，黑龙江省今年高考人数比去年减少2.9万人，浙江
比去年减了2万，陕西减了2.6余人……切莫对高考人
数减少掉以轻心，人数减少背后隐匿着不少令人反思
的问题。要知道，这是2008年之后的连续两年下降，
明年是否继续下降，值得关注。有关部门称，人数下降
的主要原因是适龄人口和高中毕业生人数减少。毕业
生为何减少？是不是有些人不愿意读高中，其中与读
书无用论有无关系？曾有媒体报道，读书无用论在一
些地方泛起。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有人认为，即便
上高中考大学也只能上专科，难以就业，还不如早些出
去打工挣钱；还有的痛感于畸高的学费，没有钱继续读
下去。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学校迫于升学率的比拼
压力，在高考前召集那些升学无望的考生，对其做思想
工作，劝其放弃高考。无论是什么情况，考生减少都需
要引起高度重视。

无论考生人数下降多少、录取率提高多少，一个最
不容忽视的问题还是高考公平。不公平仍在侵蚀着高
考的肌肤。一项调查显示，高达七成的网民认为身边
发生过不少高考不公平现象；仅有3.1%的网民认为，
身边未发生过高考不公平现象。这一数据也许只是一
家之言，但绝非无的放矢。罗彩霞事件之后，被顶替现
象成了连续剧；不合理的高考加分，成了权势家庭的狂
欢盛筵；至于一些学校和老师在利益驱动下，集体作弊
亦非新闻……教育是社会公正的“调节器”，教育不公
平必然导致社会公正毁于一旦，而高考公平是确保教
育不公最重要的体现之一。不管承认不承认，高考还
是不少人的命运转折点，如果不能很好地捍卫高考公
平，社会板结化就会加重，穷人的上升渠道就会堵塞。

除了高考公平之外，尚需关注的一大命题就是高
考改革。高考不应是沉重的，高考是单纯的，但承担着
复杂的命题。在大众教育时代，我们既要关注考生，更
要关注高考背后的教育公平、教育改革以及大学使命
等等。 石 川

也说行政级别的取消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全文发布，该纲要是我国第一个中长期人才
发展规划。纲要的一个焦点，是取消科研院所、学
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
化管理模式。也就是说，局级医生，处级教授，正
厅级大学校长，这些稀奇古怪的头衔将在流行了
60年后，从中国大地上消失。

其实这本身就是笑话。行政级别是对政府
公务人员的管理方法，做公务员就是一个职业，就
如同从军服役、做生意当商人一样，是一种可以转
换的选择。但自1949年以来，行政级别成了无数
中国人毕生奋斗的目标，一批批社会栋梁在科、
处、局、市、省……的阶梯中耗尽年华。

行政级别是“有序的”，于是各出奇招“跨越
式发展”的同时，一些堪称现代局场现形记的东西
诞生了。股级干部消失了，这是公务员的共同利
益。科员到科长一般是三年，如果提前提拔威胁
太大。处级位置让一个人呆8年以上，那基本就
是判了他的政治死刑。光怪陆离中，最丢人的是
59岁现象，没有仕途希望的人拼命捞人生最后一
票直至把自己送进去。

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行政级别的思路，
是这些单位在选拔人才时也有行政级别要求，结
果制约了人才的提拔。科研院所高校医院，是搞
研究出成果的地方，如果天天从副处长提处长，处
长中选拔局长，岂不成了衙门。

行政级别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如果真的没
了，很多人会很失落。他们的人生将没有定位，他
们的待遇将失去参照，他们的奋斗将没有目标，他
们的灵魂将失去安慰。

医院高校的乌纱没有了，实在是没有的太晚
了些，不过总算还是取消了。只是取消的还不够，
远远不够。中国现在官衔最大的作家是谁？铁
凝。这位以独身美女闻名的中国作协主席，是名正
言顺的正部级。写小说写到了相当于省长部长的
官衔位置，实在是太有中国特色了。这个官衔可也
是货真价实的，现在铁凝享受部长的行政权限，将
来退休了也要参照这个级别获得相应的待遇。

如果中国大地上仅有一个部长级作家也就
那么的了，全当社会发展需要。问题是，铁凝的副
手必然是副部，直系下属必然是司局。各省作协
主席当家是正厅，下面必然有帮处长。于是中国
大地上冒出一帮冠冕堂皇的作家，这一现象已经
持续60年。

有厅级作家主持的作协，就有同样级别艺术
家操持的文联。有管运动员的体委主任，就有负
责国有矿山的官员企业家。中国大地上，有数不
清的官员在奔忙，行政级别是他们的护身符、救命
宝和终身枷锁。 非然

教授放炮源于话语权被滥用
近日，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在解读

即将施行的《侵权法》时多次炮轰记者
没文化(《人民日报》除外)。并且还说医
院死人是正常的，救死扶伤的口号不
对。(6月6日《南方都市报》)

无论是“99%的上访户是精神病人”，
还是认为医院就该“竖着进，横着出”，孙
东东的学术论断除了冷漠，其内容更像是
个人的臆想。“99%上访专业户是精神病
人”是当初孙教授“负责任”说的，但草草
的道歉之后，却一直未见公布“99%上访
户是精神病”的出处和来源。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上访者中有多少精神病人暂无考
证，但维权百姓“被精神病”的却屡见不
鲜。救死扶伤口号不对，赤裸裸地“医院
死人正常”更是让人寒心。

而孙东东“记者都没文化”的论断，
更像是权力者的训斥，甚至是一种私愤
的宣泄。只因一家媒体惹他不爽，他便
抡起道德的大棒向一个群体叫阵，学术
的熏陶下，说话也许可以更严谨点。至
于吊诡的“除《人民日报》之外”，情感深
厚也好，避免尴尬也罢，但客观地讲，评
新闻奖这个活儿，孙教授还真不是权威。

网友称孙东东为“大嘴教授”。虽
有泄愤的情绪在里面，但如此形容并非
全无道理。为什么教授会变得如此口
无遮拦呢？除了学术浮躁，话语权被治
学者滥用，恐怕是滋生教授武断和傲慢
的症结所在。

“大嘴”教授的武断与傲慢背后，隐
藏的是孙东东们对话语权的误解。因

为在话语权到底是权力还是权利辨别
上，他(们)选择了前者。而其言论之所
以显得冷漠缺乏温情，原因便是把话语
权看成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力。这
也就是我们看孙东东，为何不像是个学
者，反倒像某个爱训斥人、独断专行的
官员的原因。

话语权到底是一种权力还是权
利？前者，成就了孙东东们的浮躁、武
断和傲慢；后者，成就了学术的虔诚和
严谨。由此看来，孙东东们的大嘴和傲
慢背后是话语权的滥用。而话语权滥
用的根源却是持有者对话语权的误
解。理解了话语权的作用和意义，治学
者以后在使用话语权时也许会严谨一
点、谦和一点。 珍 珍

为冠军加官强化了官本位
近日，山东省烟台市三名奥运冠军

邢傲伟、唐功红、刘春红连同该省其他6
名奥运冠军被山东省体育局一次性统
一提拔晋升副处级领导职位。6 月 5
日，这九位奥运冠军结束“岗前培训”，
即将走马上任。(6月6日《羊城晚报》)

之前的诸如“体而优则硕”，甚至
“体而优则博”，顺便再延续“体而优则
仕”可谓早有耳闻，只是这些“神话故
事”上演的数量没有烟台这般庞大罢
了。不仅是集中，而且一次性“批发”九
个奥运冠军戴上“处级乌纱”，起点与级
别均创新高。这难免会挑动公众的两
根神经。

首先挑动的是举国体制下的竞技
体育神经。我们一直片面坚守竞技体
育成绩至上的思维不放。“胜者为王、败
者为寇”。其实，体育的首要内涵是增
强公民体质，可此要旨一再被年复一年
的“夺金”冲动挤压到孤独的一角。

摘到金牌，明星们随之获得政府与
社会的多重高奖，奖金、豪宅、学位、地
位、官位等，几乎全部加身。一些地方
将金牌块数作为唯一量化国民体育成
绩的“硬指标”，公共体育一步步弄成了
面子工程。孰知，这最终让一些冠军成
天生活在飘飘然中不能自拔，最终纳税
人的钱把体育明星变成了难以接“地

气”的富人或“官人”。
第二根被挑动的神经是我们干部

用人体制之弊。按理说，公共管理领域
需要什么样的公仆，需要多少公仆，这
应是公开而公正的，不会随着奥运冠军
的多寡而随意变化。公务员行业属公
共服务职业，公仆服务的技能与水准与
是否曾夺过冠军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9名从事不同职业类型的冠军，呼
啦啦一起当“处官”，如此打开“入仕”大
门，形象而直白地说明了，我们的官场
文化里，还一直将“仕”看成是一种犒劳
冠军的商品而非服务于民的职业精
神。 仲 由

据报道：河北任县的韩福平从2001年被分配到
旧周学区当教师后，没有上过一次讲台领取过一分
钱工资。直到2006年她才意外得知，2004年年底，
她已被有关部门以死亡为由取消了编制。据任县
纪检调查，从2001年到2004年，她的工资被原旧周
乡财政所工作人员用作乡里的招待费用。

罗 琪 作













新闻漫画：“被死亡”

被拆迁的民房被拆迁的民房（（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被拆迁的农民一夜暴富后买的高级轿车被拆迁的农民一夜暴富后买的高级轿车（（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