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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WX,7YZ@5,2c[\]^7_,l`9ab,9`%c';dy{$$e,fz}e;

72WX,7Y+,5,2cZg5,l`%c',9`%h';d#$ze,fz$e;

72WX,7YZ@5,2c-i5,l`%h',9`%*';dyyy!e,f{$e;

72WX,7Y+,5,2cZg5,l`%)',9`9jb;d#$ze,fz$e;

9lWX,lYdk75,9c9jb,7l[m]^,2`Z@5;d|"$$e,f{$e;

9lWX,9Ynk5,lJC.5X2ocp.5,7`-qk95,2`p.5;d{$$$e,f{$e;

9lWX,9Yr^5s*t$,qu-758lv,lcwx5,2`y795;dz~!$e,fz$e;

zi45,9lWX,9YN{5,lcx|5,7l2b5,2l}~5;dz~|ye,f{$e;

9lWX,9Y565,lc!"5s*t$,qu7#5lv;2`K$5,7`5625,dy!~"e,fz}e;

9lWX,9Y285,lc[%5s*t$,quK$958lv;2`345,7`5675,d{}y~e,f|$e;

72WX,7Yg&5,2c7#95,l`78l',9`'%5;d~}$e,f{}e;

72WX,7Yg&5,2c7#95;l`m]^95,9`789';d~}"e,f{}e;

72WX,7Yg&5,2c>(5,l`)*5,9`+,5;d||$e,fy~e;

72WX,7Yg&5,2c>(5,l`+,5,9l'-5;d~"~e,fy~e;

9lWX,lY'%5,9c<=',7`g&5,2`./5;d#}$e,fz}e;

72WX,lY+075,9cZ195,7`2&5,2`345;d!#}e,fz}e;

72WX,7Y565,2c785,l`9:5,9`FG';dy#~!e,f{$e;

72WX,7Yd;5,2c2jb,l`9:5,9`FG';dyy$ye,fz}e;

72WX,7Y<E5,2c=D5,l`4B',9`FG';d|yye,fz$e;

72WX,7Y>J',2cx|l5s*t$v,l`?@',9`+A';d##!~e,f~$e;

72WX,7YhB5,2c+C5,l`D@',9`EI';d{|{e,fy}e;

72WX,7YOP5,2c565,l`>J',9`F4D4;d}~!e,fz}e;

72WX,7Y2jbG4s*t$v,2cH0^75,l`9:5,9`FG';d~~~e,fz}e;

72WX,7Y2jbG4s*t$v,2cH0^75,l`DP',9`F4D4;dy$|{e,fz}e;

9lWX,9YI?',lc9:5,7`2ab,2`565;d{!|#e,f|}e;

9lWX,9YJG',lcF4D4,7`565,2`hB5;d"{$e,fz}e;

9lWX,9YKl5s*t$v,lc9:5,7`565,2`ST5;d"""e,fz}e;

9lWX,9Y4B',lc9:5,7`kR5,2`<E5;d{"{e,fz}e;

9lWX,9Yx|5,lcK$',7`0L5,2`PV5;d"{~e,f{$e;

9lWX,9Yx|5,lcMN',7`PU5,2`785;d|!$e,f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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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WX,7YP@5,2JX@5`X9acR@',l`9:5,9`R@';dz${ze,fz$e;

9lWX,9YCT',lc@O5,7`^_5,2`C85;dy|$}e,fz}e;

9lWX,9YVU5,lc@O5,7`C85,2`:@5;dz#y!e,f{}e;

9lWX,9Y4T',lc@O5,7`Q@5,2`X@5;dz|y|e,f{}e;

9lWX,9Y[T',lc@O5,7`:@5,2`k@5;dzy$$e,fz}e;

9lWX,9YCT',lcR@',7`X@5,2`P@5;dyy|~e,fz}e;

9lWX,9Y?@',lcR@',7`k@5,2`Y9D4;d{z|e,fz}e;

72WX,7Y^_5,2cY9D4,9`?@',l`@O5;dz""ye,fz}e;

72WX,7Y^_5,2c>Z5,9`FG',l`R@';d{$!!e,f{$e;

72WX,7Yk@5,2J+Z5`X9acCT',9`CT',l`S^;dz$~ye,f{}e;

9lWX,lYCT',9J?T'`X7ac+Z5,7`+Z5;dz$!~e,fz$e;

72WX,7Y^_5,2cTO5,9`+A',l`S^9';d|zzye,f{}e;

72WX,7YC85,2cX@5,9`+A',l`CT';dyy$$e,fz}e;

72WX,7Y2jb,2cx|l5s*t$v,9`[T',l`CT';d}!~"e,f~$e;

2l79WX,9Y^_5,lc:@5,7`C85,2`VX5;d!$ze,fz}e;

2l79WX,9Y-b5,lc[T',7`VW5,2`VU5;dyz}|e,f{}e;

9lWX,9Y^_5,lc4T',7`VX5,2`Y9D4;d~"ze,fz}e;

9lWX,9Ycd95s*t$v,lc9:5,7`R\5,2`>Z5M<\5;d~|y}e,f~$e;

9lWX,9Y^_5,lJFG'X7acY9D4,7`Y9D4,2`GZ5;d{y""e,fz}e;

9lWX,9Y^_5,lcS^9',7`>Z5,2`CL5;dy#"#e,fz}e;

9lWX,9Ycd95s*t$v,lc9:5,7`GZ5M7\5,2`+Z5;d~}|ye,f|}e;

9lWX,9Ycd95s*t$v,lcS^9',7`CL5,2`TO5;d||~!e,f{}e;

72WX,7YVX5,2cTO5,9`4T',l`+A';dzz##e,fz}e;

72WX,7YVU5,2cx|l5s*t$v,9`?T',l`[T';dz|y$e,f{}e;

72WX,7YVU5,2cTO5,9`^_5,l`4T';dz{}"e,fz}e;

72WX,7YC85,2cx|l5s*t$v,9`F4D4,l`DP';d{{!ze,fz}e;

9lWX,9YeN',lcDP',7`-b5,2`Y9D4;dy~{!e,fz}e;

9lWX,9Ycd95s*t$v,lcDP',7`Y9D4,2`7\5;dz{${e,fz}e;

9lWX,9Ycd95s*t$v,lcDP',7`<\5,2`CL5;d{!!|e,fz}e;

9lWX,9Ycd95s*t$v,lceN',7`C85,2`[\5;d"z$e,f{}e;

9lWX,9Ycd95s*t$v,lceN',7`]\5,2`Y9D4;d"z$e,fz}e;

9lWX,9YFG',lcKL',7`2jb,2`H0^75;dz#"e,f{$e;

fg,2Y+Z5,7lJR@'`X2cP@5,l`?T',7M9l^4;d}~}~e,f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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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改革共识要找最大公约数
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每项改革都会广泛受益，

在改革的旗帜下很容易凝聚力量。现在深化改
革，虽然从总体上对发展仍会产生巨大推动力，但
具体到某一个领域、某一个群体，会引起利益关系
的调整，带来现实的、预期的利益消长。抽象地谈
改革，所有人都赞成，甚至可以慷慨激昂，但具体
到改什么、怎么改，往往是改别人不改自己，或者
改别人态度鲜明，怎么改头头是道，改自己则躲躲
闪闪，怎么改这难那难。

对改革的不同认识，既有利益方面的原因，也
有其他社会原因。当今社会正经历着空前深刻的
变革，突出表现为三个转变：社会结构从单一的组
织系统向社会组织多样化转变；社会环境从简单
的封闭系统向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格局转变；社
会分配由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按劳分配向有收入
差距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转
变。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后现代
主义的颓废思想、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文革”的
无政府主义遗毒等相互交织，挑战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主流思想舆论。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社会
群体之间存在看问题的差异，存在话语体系的差

异，存在沟通障碍，存在群体隔膜。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舆论格局下，要求

各方面的认识整齐划一，在一个具体的改革项目
启动时，大家的认识都能很快跟上来，是不现实
的。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清醒地指出，
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因此，针对思想认识不
统一，要找最大公约数，看哪些是可以“求同”的，
哪些是经过做工作，可以形成或转化为共识的，哪
些是可以继续“存异”的，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最
大程度地形成共识，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

改革的实践要通过寻找最大公约数来聚焦，
宣传也要适应这种聚焦，充分发挥与不同群体进
行沟通的优势，凝聚共识、巩固共识、发展共识。
改革的组织者、推动者也要注重沟通，形成凝聚共
识与推动改革的良性互动。

只有凝聚改革共识，才能集聚改革力量，推动
改革实践。当前改革正处在关键阶段，旧的平衡
被打破，人们容易产生思想困惑、心理失衡、情绪
波动。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社会群体的所思所想，
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找到最大公约数，凝聚推动
改革的正能量。 明 文

2012年度中国主要城市公众教育公平感调查报告日前发
布，调查显示多数公众积极评价近三年来教育公平改善的状况，
但仍有26.7%的公众对彻底治理“择校热”缺乏信心，有24.3%
的公众不相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3月20日人民网）

命运，说起来很玄，但它亦有不玄的一面。古人云：“命者，人所禀
受，若贵贱夭寿之属是也。”而“运”则是人一生行程中的东西。它表现
为人所能够积累的经验历程，也包括那些难以捉摸的事情。

对于现在上学读书、将来能否改变命运之说的态度，所折射
的是公众对于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某种认知程度。就像对某
件事讲出自己的道理，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教育能否改
变命运，也是各执一词。

不相信教育改变命运一说，比例最少的是乌鲁木齐(17.5%)，
最多的是北京(37.2%)。之所以有如此不同，一是由站在什么位置
说什么话这一原因造成。另一种解释是，尽管西部城市的教育发
展水平远逊于北京，但公众对教育改变命运却有更大的期待。这
不仅是由于欠发达地区的公众更为淳朴，也反映出受到更好教育
地区的居民在严峻的教育不公现实中的焦虑感。

人的路都是自己走的，但与生俱来的天分和先赋地位却不
可变更不可选择。就是说，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里，命运可以
通过个人的直接努力而改变，从而获得一种“自致地位”。而在
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中，会有这样的情形：一个人在达到一定年
龄时就被赋予某种确定的地位，且几乎不可改变。从公平公正
的角度讲，教育应该可以改变命运，但在拼爹拼娘的背景下，处
在社会弱势条件下的学子们却很难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相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是因为一些人洞晓教育本身也存在
问题。真实的教育，才是能够改变人们命运的教育。真实的教育，是
不浮躁的教育，不急功近利的教育，不由行政主导的教育。教育本身
的命运取决于去行政化，回到教育家办教育的轨道。什么时候行政
权力不再以粗陋的方式干涉教育，教育才能抵达教育的本质。

教育曾是下层人们改变命运和处境的最好出路，而当下这
条上行的通道却因阶层的日益固化变得越来越窄。一个讲究出
身的社会，一个关系决定一切的社会，梦想空间会显得很逼仄。
教育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个社会欲走向更高的文明，就必须
拿出某种办法，使那些才智过人的寒门子弟能够替换那些仅具
有先赋地位而才疏学浅者。只有这样，才能让全社会的人都相
信：教育确确实实能够改变命运。 今语

很多人担心，转变作风会不会成为一阵风。日前，中央
纪委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发出通报，
强调要进一步严明纪律，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执
行。这让人们吃了“定心丸”。（3月20日《新京报》）

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后，一时间改进作风蔚然成风。这
在年前的地方两会以及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都得到了
验证。但要看到，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不可能毕
其功于一役，很难做到上下左右齐头并进。

作风建设并不是泛泛而谈，它对应着社会现实，反映着
公众诉求。众所周知，公众对于“灰色福利”十分反感。中
纪委公布的典型案例，有公款吃喝，比如海南琼中县财政局
公款宴请个人朋友；有公款旅游，比如江苏无锡市无锡新区
鸿山街道组织80余名干部赴厦门召开务虚会，参观景区；
有公车私用，比如陕西白河县县委书记违规借用越野车，这
三点构成了“三公支出”。其他还有乱发补助和大摆宴席问
题，共同构成了官员的“灰色福利”。

“灰色福利”，既是作风问题，也是利益问题；既是社会
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也是改作风的难点和重点。这些作风
问题，之所以需要反复抓、抓反复，正是因其对应着思想和
制度建设的薄弱点，对应着当前的官本位和权力越界。新
华社记者称，一些领导干部对落实八项规定还存在三种不
良心态：观望心态、侥幸心态、变通心态。无论是徘徊观望，
还是搞“下有对策”，都源于舍不得既得利益——虽然这只
是灰色利益。“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仅仅靠道德
呼吁，即使喊破嗓子，也难以改进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
必须扬起鞭子，动真碰硬。

中央强调，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应该
有着两层意思，一个就是“建制”，也就是通过建立长效机制，
来遏制不良作风的形成空间。还有一个则是“规章”，也就是
对那些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人和部门，进行严肃处理。
两个方面努力，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坏作风不
敢有的惩戒机制、不能有的防范机制、不易有的保障机制。

在改进工作作风的现实情况下，仍有一些地方和官员无
视规定、我行我素、顶风违纪，并不是说喊得还不够，也不是
他们不懂得转变作风的重要性，而只是他们舍不得放下“嘴
边的肉”。转变作风到最后，留下来的一定是那些涉及到利
益问题的作风。对于有些官员来说，少开几天会可以，少发
几篇文也行，但要是少喝几顿酒、少坐几天车、少玩几趟山
水，特别是长期这样，那就很难了。对于这样的人，最简单的
方法，就是拿起榔头砸破利益，让他们付出代价。

转变作风就得动真碰硬。“落实八项规定不容我行我素”，
只有让顶风违纪者坐立不安、付出代价，改作风才不会成为一
阵风，才能“让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 毛建国

楼市“去火”不能只让买房人“吃药”
近几天，楼市“国五条”造成的心态

影响并未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有所衰减
——京沪穗包括不少二线城市仍在延续
二手房紧急过户的热潮；而在所谓“京版
国五条细则”被官方否认后，“穗版国五
条细则”传言也得到房管部门辟谣。

传言往往是群体性无所适从心理的
衍生品。客观看，这些年国内商品房市场
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使其同时兼具居住
需求“还债”和投资需求“放债”的双重属
性，“温州炒房团”等热钱的加入更放大了
投资投机成分。因此，适度对投资投机性
需求进行抑制（如“限购令”）是必要的，也
为这两年“炒房团”销声匿迹立下功劳。
但也要看到，过多在抑制需求上动刀，在
人为延缓需求的同时却造成了刚需的发
酵，造成人们购房预期拉升，从而一旦遇
到“20%个税”此种激化供求关系信号的触
发，便容易形成恐慌性需求。

而且颇有意味的是，“20%个税”的信
号，对买卖双方都形成了催促效应，促成
了“恐慌性抛盘”和“恐慌性购房”同时并
存的奇特局面。不能用“非理性”来苛责
老百姓，每个卖房、买房者都是“理性经
济人”，他们的火线交易均是基于预期和
常识做出的慎重决断。但从市场、国家
经济的整体层面来看，这种过于集中的
报复性交易的迸发，其效果显然与调控
初衷相悖，发人深省。

现在所有人都在揣测下一步的政策走
向、落地情况。住建部长说“先试一段时间
再说”，各地的实施细则亦在观望之中。在
这样微妙的博弈节点上，尤需调控上多些
换位思考、多些系统思维，对购房需求尤其
是刚性需求进行甄别和合理疏导。

本来，二手房由于折旧等因素，性价
比更高，应该成为住房流通的主力；但我
们的调控政策使得二手房买卖税费大大

高过一手房，事实上对存量房的盘活起
到了阻塞作用。因此，未来的地方细则
还宜对二手房交易税费适度做一点“差
别化的减法”。

其一，装修费用应有更合理的税前
扣除。现在各地的规定中基本都允许对
装修费用予以扣除，但条件仍嫌繁苛，比
如有些地方就规定其“上限”为上一次买
入价的10%~15%，这对大量年份较久、当
初买入价很低的业主而言，不太公道。
建议根据实际装修费用（当然须提供证
据）予以扣除。

其二，货币贬值因素应被考虑进
来。现在一套二手房，动辄“增值”一百
多万元，看起来“赚”了不少，但这种增
值除了市场因素外，也要看到货币超发
和贬值导致的物价（包括房价）上涨、房
产“被增值”的成分。货币政策的宽松，
已经形成了国家与民众实际财富和购

买能力的“再调整”，若对这一部分虚的
“被增值”房价再征收 20%个税，道理上
恐怕有些疙瘩。

其三，政策失灵导致房价飙涨的后果
不应由刚需消费者一肩独扛。新华社也
坦言“楼市10年9调屡调屡高”。其中有
城市化发展的红利效应，亦受到分税制下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带来的卖地、炒地
冲动驱使，同时，楼市调控手段的频繁摸
索、金融危机前后楼市政策的反复等等，
也客观上对房价的疯狂屡屡起到“反调
控”功效。宏观经济的躯体性病症，只让
买房人“吃药”，难免有点苦口。

当前楼市确实非“去火”不可，但越
是这种关头，越要谨防调控政策无意造
成新一轮“集体非理性”，更要谨防这种
政策大面积误伤刚需。达到这种平衡，
既要大刀阔斧的魄力，又需拿捏有度的
智慧。 徐 锋

中纪委典型案例
有何典型意义？

近日，中央纪委通报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典型案例，再
次表明了中央转变机关干部作风的决心。

这些被曝光的“典型”案例，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具有“非
典型”性。在人们印象中，以往，一个财政局长请朋友吃个饭算什
么？县委书记找人借个车算什么？开干部集体大会顺便旅游旅
游算什么？更不用说，开个洽谈会吃吃喝喝，新办公地落成庆贺
庆贺，简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现在不行了。要被撤职，被
警告，被问责。用了的还得掏出来，吃了的还得吐出来。是以前
没有相关的纪律规定吗？不是，是没有相应的道德约束吗？也不
是。问题的根本在于，这些纪律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这些
道德准则没有获得很好的彰显。

最近中央强调，执行各项制度规定，决不能有令不行、有禁
不止，决不能走形式、搞变通。要加大惩戒力度，对违反八项规
定精神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有人认为，中央纪委曝光的这 6 起典型案例，还不够“典
型”，这些通过监督落马的大多是县乡领导，充其量只是打了“苍
蝇”，没打到“老虎”，起不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这一方面提醒纪
检部门应该在监督过程中要敢于苍蝇老虎一起打。另一方面也
提醒地方各级纪检部门应该有所作为，一级监督一级，层层曝
光，次第推进，形成强大的官场舆论和民意氛围。只有这样，反
腐败、转作风才会取得实际效果。

至于公布的6起典型案例，其意义不在于有多典型，而在于
传递一种反腐的高压和常态。小小村官也能“上榜”，说明转变
作风没有小事。 王方杰

反
对
浪
费
扩
大
消
费

中消协日前发布
“反对浪费扩大消费”
调查报告显示，超八成
消费者积极支持“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六成
消费者家庭就餐时，会
主动打包剩下较多的
饭 菜 ，响 应“ 光 盘 行
动”。这正是：

管好舌尖不浪费，
打包光盘成新风。
全民节约治奢靡，
常抓不懈见真功。
范建平图 三 宝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