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调的“气功大师”王
林，因为 7月阿里巴巴创
始人马云的一次登门拜
访，而被卷入舆论旋涡，继
而遭到公众巨大质疑。网
络传出多张王林与官员、
明星的合影。而王林的种
种与科学常识颇有冲突的
言论与神奇，公众普遍难以
理解。对于著名反伪科学
学者司马南的质疑，王林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你司
马南吃几碗饭，敢和我叫
板？我用气功隔几十米都
能戳死你。” 焦海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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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7月23日同一天内，关于政府
的楼堂馆所问题出现了两条重磅消
息。其一是正在武汉考察工作的习近
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湖北省领导干部座
谈会，在谈到对这次考察点的印象时
说：“‘武汉市民之家’很恢弘、很宽敞。
为老百姓服务的场所、便民利民的场所
搞得好一点，我看着心里舒服。如果是

‘官衙’搞得堂皇富丽，我看着不舒服。”
其二是新华社报道，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党政机关
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
通知》，对全面停止新建党政机关楼堂
馆所、严格控制办公用房维修改造项
目、全面清理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办公
用房、严格规范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
理、切实加强监督检查等５个方面工作
作出统一部署，提出明确要求。

堂皇富丽的“官衙”，习总书记看了
不舒服，老百姓看了也不舒服。习总书
记站在百姓立场上感性而犀利的点评，
道出了党中央、国务院发布该《通知》的
初衷和用意，而党中央、国务院的这则

《通知》，又将习总书记朴素的道理转化
为详密的制度。两条新闻相互辉映，相
得益彰，共同定下了看待和处理政府楼
堂馆所问题的基调。

这两条消息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
是有严峻的现实背景。改革开放以来，
地方政府收入不断增加，尤其是房地产
业兴起以来，掌控着城市规划和批地权
力的各级政府，总是借开发之名，迁址
盖楼。而房地产商们自然不会忘记乘
此机会送上许多额外的“孝敬”，于是政
府大楼越盖越气派，越盖越堂皇富丽，
不但远离了百姓，而且常常滋生腐败，
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叫
停政府楼堂馆所建设绝对是顺应民心、
壮士断腕之举。且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下定决心要改变“四风问题”，建立为
民、务实、清廉的执政风格，从去年年底
出台的“八项规定”，到今年年初的狠刹
公款吃喝风，再到如今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党中央加强自身建设，从自
我做起，从日常生活的“吃穿住用行”抓

起的决心和思路可见一斑。而此次针
对政府楼堂馆所的《通知》和习总书记
的点评，即是党中央自十八大以来这一
系列整改措施的自然延续。

其实习总书记说的道理再平常明
了不过。依照传统的观念和中国共产
党执政为民的理念，当官为民，谓之“公
仆”，“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作为百姓

“仆人”的房子，竟然比作为主人翁的老
百姓的房子还要豪华奢靡，还要堂皇富
丽，这种颠倒失序，自然是要令人“看着
不舒服”的。

朱镕基曾经说过：“吏不畏我严，而
畏我廉；民不求我能，而求我公。”如果
身处富丽堂皇的“官衙”里，该怎么对下
属称道自己的廉洁，又该怎么向百姓表
明自己的公正？如此富丽堂皇的官衙，
只能是为官之耻、为官之累、为官之
忧。习总书记的话，请那些仍居住在富
丽堂皇官衙里的“公仆”们三思，把精力
用到为民服务上，把为老百姓服务的场
所、便民利民的场所搞得好一点。

明 文

“西瓜地图”
绘出城市管理智慧

节气刚过大暑，正是西瓜热卖季节。然而一起
轰动全国的湖南临武瓜农邓正加遭城管殴打致死的
案件，让人对夏天瓜农进城卖瓜的生存和经营环境有
了更多的关注。案件被曝光以后，有媒体深入调查后
发现，临武县城缺少合法的西瓜销售场所，偌大的县
城只有一个居民不集中，人流少的路段允许瓜农摆摊
卖西瓜，结果瓜农为了生意好点，只能私自去别的地
方摆摊，导致不断被城管驱逐，频频引发冲突。

瓜农辛苦种出来的西瓜，需要进城去卖；天气逐
渐转热，市民需要买瓜避暑，但大量瓜农进城卖瓜也
确实给城市管理带来了诸多问题，这一点不容否
认。比如瓜农随处摆摊、阻碍交通，市民随地乱扔瓜
皮，影响城市环境等等。有了问题就要解决问题，如
果按照城管部门的旧有管理思路，当然是对瓜农围
追堵截，禁止其进城卖瓜，或者是像湖南临武县一
样，把他们限制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卖瓜才行。

这样的管理方式，无论对于瓜农还是市民，显然都
难以感到满意。因为允许卖瓜的地方有限，瓜农的生
意会受到影响，而市民想买瓜，也要多跑很多路。浙江
缙云县城管部门变堵为疏，在全县遍设西瓜销售点，然
后把标注着西瓜销售点的“西瓜地图”分发给瓜农，既
满足了瓜农卖瓜的需要，也满足了市民买瓜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此举把原本自发的、无序的市场行为，纳
入到政府部门有序的管理当中，以上提到的那些问题，
也迎刃而解，把之前的双赢变成了多方共赢。

“西瓜地图”的出现，不仅仅是便利了瓜农和市
民，而是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城市管理和服务理念，其
最大的特点就是“便民利民、疏堵结合”。这几个字看
起来容易，但实行起来却很难，否则，全国各地的城管
也就不会这么多年一直背负着“恶名”，屡受公众诟病
了。从“西瓜地图”这一管理服务举措上体现出的，正
是从重管理轻服务到重服务轻管理的转变，而这也是
解开城市管理难题的关键所在，是能否把城管部门从
各种矛盾和冲突中解放出来的关键所在。

“西瓜地图”绘出城市管理智慧，抓住了城市管
理和服务的根本与精髓，那就是以充满人性化的服
务取代之前的强硬管理，以疏导结合的管理方式代
替之前的只堵不疏。我们希望全国其他地方的城
管，也向缙云县城管部门取取经，发扬一下“拿来主
义”的精神，让全国各地的瓜农都能用上“西瓜地
图”，这样一来可以便民利民，二来也能有效避免“邓
正加悲剧”的重演。 苑广阔

“沉睡的规定”
背后是脱离群众

探亲假规定一“睡”就是32年、5元独生子女费
一“睡”就是31年……如果不是日历的提醒，我们面
对这些“沉睡的规定”时会恍惚“穿越”到了久远的历
史年代。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扳起手指头，都可以
在生活中发现不少这样“沉睡的规定”，有些甚至极
端到荒唐可笑，但这恰恰是客观存在，虽然这种存在
有这样那样“合理”的理由。

规定在“沉睡”，而群众的呼声却是一直不绝于
耳，甚至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都发出
了巨大的声音，但奇怪的是，很多规定以及规定的制
定者似乎就是听不见。

是真的听不见吗？其实不见得，更多时候他们
是不愿意听见。规定都是我们管理部门制定的，而
部门里面制定规定、执行规定并决定规定“睡”或

“醒”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来说就是我们的政
府人员、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如果“听不见”呼声，
他们很多时候可以让一个规定管二十年、三十年甚
至更长时间，乐得轻松自在，反正是前人制定的，即
便由于规定落后导致出了大事，也可以坦然一笑“我
们也是按规定办事”，然后再对规定修修补补，把坏
事转换成改革的“政绩”。

由于“听不见”改革的呼声，我们就陷入了这样
一个循环：老规定由于“沉睡”结果出了大事后，才能
等来“苏醒”的时刻，比如食品安全出了大事，才“想
起”修改沿用了几十年的食品安全的规定，水安全出
了大事，才“想起”修改陈旧不堪的水安全检测标
准。而在这个过程中，群众的利益受到极大的伤害，
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样来看，规定之所以“沉睡”，实际上是因为我
们一些党员干部距离群众太远，不关心群众疾苦、不
听取群众呼声、不了解群众意见，习惯于走形式主
义，从而让规定大睡其觉，阻碍发展，伤害群众，伤害
我们的事业。

规定不会说话，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心
中更有一杆秤：一个不合时宜的规定“沉睡”有多久，
基本可以代表相关部门脱离群众有多远。 新文

别让公积金贷款
也变成“拼爹”

不是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2009年
3月16日的《北京商报》还报道，2008年北京公积
金管理账户上的“闲置公积金”总数还达400余亿
元。短短几年过去，公积金不仅不再闲置，反而变
得很忙。

按照相关方面所说，这一情况主要是因为“进
入2013年以来购房需求较为集中释放，个人住房
贷款出现快速增长”。对于这一论断，还有不同意
见。更大的问题是，这一切，只是相关方面自言自
语，公众根本不知道真实的公积金使用情况。

现在办理公积金贷款确实很难，但这里的难，
未必就是针对所有人。在一个“拼爹”无所不在的
社会，公积金贷款也存在“拼爹”：那些有关系有后
台有门路的人，能够率先办下公积金贷款，这恐怕
不是“讲故事”，而是活生生的事实。在当前所谓的
公积金贷款难下，也不排除“拼爹”愈演愈烈。这其
中，既可能有一些符合条件的人“插队”，抢到前面
办下贷款；也可能有一些人，明明不符合条件，比如
说他们已经有两套房甚至更多套房，只不过因为有
关系，而把其他符合条件的人挤下了车。

从新闻中可以看到，有一个北京市民今年清
明节一过，就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但直至
今日，申请的公积金贷款仍然未能发放下来。公
积金中心称，“办理人员太多，在排队”。到底是多
少人排队，而自己又排多少名？对于申请人来说，
基本上就是一无所知，只能被动等待。谁能保证，
这其中没有“插队”的现象？谁又能保证，这其中
没有一些违规发放的问题？

这里就涉及公积金贷款公开。应该说，这几
年公积金在公开上，大大向前迈了一步。比如说
公积金管理机构，每年都会通过媒体，公布当年度
的归集情况和公积金余额，以及年度公积金贷款
总额；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账号，很方便地查到自
己的公积金余额。可公开也仅于此，“知大不知
小，知己不知彼”，公众根本就不知道，现实中的公
积金到底都贷给谁了，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贷款
是否存在违规情况。

公积金中心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公开
详细信息，让公众相信，所有的贷款都发给了应该
发的人，而且大家公平竞争，既不“拼爹”也不“拼
干爹”。这里最起码涉及两点，其一，公开贷款人
的基本信息，特别是其拥有住房情况；其二，公开
申请等待情况，最起码让申请人相信没有人“插
队”。有些人可能会以保护隐私为由提出反对意
见。需要指出的是，公积金贷款和普通商业贷款
不同，公积金贷款的本金是由公众免息提供的，公
众有权进行监督。而且要求公开的也非申请人全
部信息，只是其中一些可能戕害公平的信息；至于
公开排队等待情况，更与隐私“八竿子打不着”。

唯有透明，才能祛魅；越是贷款难，越是要公
开。面对公积金贷款趋紧，建立公积金存贷机制，
控制公积金存贷比例，加大对公积金风险的管控，
这一切都很重要；进一步加大公积金的透明运行，
这同样重要。现在关于公积金“拼爹”的流言很
多，流言传来传去，要想保持公信，最好的选择就
是透明。 毛建国

储户的权利
不能被“吞”

安徽安庆一市民在ATM机取款时被吞钱
吞卡，他急忙打银行客服电话，对方说已下班要
求次日来银行处理。在旁人指点下，他再次拨
打客服电话，谎称多“吐”了一万块。不曾想，行
长 10 分钟内就带着工作人员赶到。（7 月 23 日

《安徽商报》）
面对储户被 ATM 机吞钱吞卡，银行一前

一后差别化的处理方式可谓让人心寒。机器总
归是机器，总有运转不灵的时候，吞钱吞卡也时
有发生，这不足为奇。但是，钱卡被吞后，储户
的权利不能被“吞”。

对于银行来说，现金保管固然重要，这牵涉
到了千千万万储户的利益，但不能只管进不管
出。当储户把钱存进银行的时候，遇到问题就
积极解决；当储户把钱从银行取走的时候，遇到
问题就可以推托，如果是这样，谁还愿意选择这
家银行。

银行是承担信用的金融机构，凭借它的信
用和保障职能，人们可以放心把钱交给银行保
管。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度越来越高，金融服
务也呈现多元化发展，但存款、取款仍是银行最
基本的业务，也是大多数人最常用到的服务。
在这项服务上，银行不能打折扣。

专业的服务跟不上，只能倒逼着储户撒谎
“点穴”。储户的行为并非理性，不能提倡，也不
能苛责，毕竟是被迫为之。如果银行对待自身
的利益和储户的利益一视同仁，不提供差异化
的金融服务，储户不会采取“下策”。无独有偶，
去年9月，南京的一位市民也遇到类似情况。

银行应当意识到，如果储户纷纷效仿这种
行为，银行客服在真假难辨的情况下，还是免不
了要及时处理。所以，好好从自身查找原因，切
实把服务水平提升上去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因此，银行作为一个市场化的服务机构，不
能忽视每一个服务细节。不应让自己的服务倒
逼储户撒谎，而要让储户的需求倒逼自己不断
改善管理和服务。储户的权利不能被“吞”，因
为权利和义务都是对等的。尊重每一位储户的
权利，就是保障了所有储户的利益，也就是保障
了银行自身的利益。 宋 华

曾经我有过好奇，在北京这样一个
房价和房租齐涨、房价与收入比奇高的
大都市，那些为我们送快递、送外卖的
人，那些在餐馆里洗菜洗盘子的人，那
些按钟点做保洁的人，那些在街头摆个
小摊聊以谋生的人，还有那些在写字楼
里拿着微薄的起薪、事业刚刚起步的人
……他们住在哪儿？

后来我知道了部分答案：幽暗的地
下室，杂乱的城中村，近郊村民搭建的
像鸽笼般的小平房，以及群租——跟几
十个陌生人挤住在一起，仅仅占据一张
可供每夜躺一躺的铺位。近日一些报
道再次为人们呈现了这种现实：北京东
三环一套80平方米的两居室住着25个
人；而在另一处群租盛行的小区，竟有
90平方米的两居摆了26张上下铺，住
了52个人。

有媒体打了一个精妙的比方，群租现
象就“像石头背面的苔藓”，在不见光的地
方大量滋长。这些地方逼仄混乱，却给暂
时处于城市底层的打拼者提供着小小的
基石，让他们生活的梦想可以赖以起步。

然而也因为隐藏着各种安全隐患
和治安风险，还给相邻者带来巨大的烦
扰，群租成为政府部门需要整治的对
象。北京市有关部门最近再次下达治
理群租住房的相关政策，规定出租房屋
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每个

房间居住的人数不得超过两人（有法定
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关系的除外），并
且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等
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

当前的群租乱象当然需要治理和
规范，这一点大概很少会有人反对，然
而规范是否就意味着这样简单的一纸
禁令呢？

群租现象并不是一堆人有“受虐”
倾向要去花钱买罪受，而是因为他们的
住房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强力执行禁
令或许可以消除群租于一时，却无法解
决这些打拼者的实际住房需求。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从几年前就开始大力整
治群租，然而禁而不绝，“回潮”不断，甚
至愈演愈烈，只能说明这种需求之旺
盛。“不得低于5平方米”的标准，在当
下高昂的住房成本面前，无异于对吃不
起饭的人说“何不食肉糜”。有关部门
制定出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标准并不难，
可谁来为他们实现这样美好的住房“福
利”呢？

如果严格执行这样的标准，自然可
以将庞大的群租者群体挤出群租房，可
是之后怎么办？这些底层打拼者又不
是“田螺姑娘”，为人们提供完服务、为
城市贡献完劳力后就可以自动消失。
他们是城市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城
市需要为他们提供容身之地。“不得低

于5平方米”的标准，并不能帮他们拓
展生存空间，反倒是以违规之名将一个
庞大的群体“扔”进灰色地带。

这个群体有多庞大？或许未必有
准确数字。但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
会等部门近期发布的《北京社会建设分
析报告（2013）》显示，北京市流动人口
住房人均使用面积为5.6平方米。这就
意味着，在北京近千万的流动人口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居住面积达不到“5
平方米标准”。

顺乎逻辑的结果是，这些人要么提
心吊胆地在标准之外的灰色地带里生
存，不时面临被打击清除的风险；要么
只能随着城市一圈圈往外扩张，而迁往
越来越远的边缘地带，从而带来交通负
荷等新的城市管理难题；要么被迫离开
城市。于是，这样的简单行政、懒惰行
政，或许初衷良好，却以保障宽敞的名
义，让他们的生存空间更加逼仄，让已
然艰难的梦想进一步受到挤压。

解决群租问题自然是个系统工程，
但即使是在保障房建设还无法满足需
求、户籍制度等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之
下，城市管理者也完全可以做得更多更
细，而不是简单地出台一个看上去很美
的标准。与其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去执
行一个不切实际的规定，不如想想其他
办法。 包丽敏

当地时间2013年7月23日，英
国伦敦，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抱着
刚出生的小王子在圣玛丽医院外
首次亮相。英国王室宝宝的诞生
引发了全球广泛关注。

一个家庭喜添新丁，是人世间
再正常不过的事。但英国王妃凯特
的“孕”事却轰动全英，牵动世界。王
室宝宝还没出生，便已赚足了全球的
目光。随着凯特诞下男婴，引发无数
猜想的谜底被最终揭开，全英狂欢，
全球庆祝，场面之浩大、隆重、热烈，
足以令世界任何一位政要组织的任
何一场盛大典礼都相形见绌。

一名婴儿的降生引发如此广泛

的关注，皆因其特殊的身份。王室
宝宝一诞生，就理所当然被列为英
国王室的第三顺位继承人，把哈里
王子这位叔叔挤到了第四位。宝宝
一旦继位，将成为英威廉一世后的
第43位君主，将继承祖父查尔斯王
储拥有的年收益为 1900 万英镑的
康沃尔公爵领地，将统领人口多达
20亿的54个英联邦国家。不可想
象，人世间还有何人拥有如此尊贵
的身份，享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王室宝宝出生，媒体疯狂。自
凯特怀孕以来，媒体就如同打了鸡
血一般，时时刻刻保持着高度的警
觉，生怕漏掉一点点新闻。在预产

期前后，媒体更是如临大敌，早早即
在医院安营扎寨，昼夜相守，对整个
进程进行全方位、轰炸式报道。虽
然辛苦，但媒体人却也乐在其中，王
室历来是媒体热追的对象，一则新
闻、一张照片都可以令记者一夜之
间爆红。对媒体人来说，凯特生产
无疑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成就功名之
良机。关于王室宝宝的话题大到王
位继承、王室权力分配，小到凯特入
住哪间病房、孩子头发、谁来照顾等
等，都是热炒的焦点。

不管英王室是否愿意，王室宝
宝催生出一次绝佳商机。据保守
估计，王室宝宝的出生撬动了2.41

亿英镑的商机，博彩业赚了个盆满
钵满。在对王室宝宝的一片狂热
追捧中，博彩公司在全世界玩起了

“疯狂猜名”，掀起一轮投注狂潮，
有报道称，在宝宝漫长的等待中，
有关其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的投
注金额已超过百万英镑，创下非体
育博彩市场的最高纪录。

如比利时、西班牙、挪威、日本
等实行君主立宪制国家一样，英王
室在权力结构中不过是一政治符
号，是国家象征，并不拥有实权。但
几百年来形成的君主制是一传统和
文化，其神秘面纱吸引人去探究，高
贵、典雅的生活方式令人神往，王室

中形形色色的绯闻、韵事是人们茶
余饭后的谈资，甚至连王室存废之
争都被人津津乐道。

王室已成为百姓日常生活必不
可少的组成部分，常常给人带来快乐
和希望。当王室脱离权力龌龊，反而
变得清新，虽高高在上，却与民众心灵
相通，并不遥远。王室宝宝驾临是王
室的大喜，也同样值得百姓大庆特庆。

当前，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情况
并不妙，债务危机压得人透不过气
来，经济停滞、失业率高企、社会动
荡、政权不稳如影随形般挥之不去。
王室添丁大喜，或许能冲冲“晦气”，
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 施君玉

有消息称，近来多地公积金出现缓
贷、断贷现象。为解燃眉之急，多地公
积金中心提高公积金缴存上限，降低贷
款上限，或者采用公积金“公转商”贴息
贷款方式，应对公积金运行压力加大问
题。（7月24日《经济参考报》）

近日，浙江省缙云县城管大队向进城卖
瓜的农民发放精心绘制的“西瓜地图”，服务
农民进城卖瓜。“西瓜地图”上标注了城管规
划的设在城区人流量较为密集的小区周边
等地的卖瓜点，为农民卖瓜提供方便。（7月
24日《滨海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