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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变“教育”更公平
“十八大报告中两个字的消失， 对于我们农民工群

体来说是巨大的希望。” 作为出席党的十八大的26名农
民工代表之一，广东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职员闫
文静说。

近3万字的十八大报告中，闫文静十分准确地找到第
39页倒数第三行：“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

十七大报告中，与之相对应的表述是：“保障经济困
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从义务教育到教育，“义务”二字的消失，意味着从
就学层次上，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乃至高等教育阶段的
大门，都要向农民工子女平等敞开。

依靠制度，让公权成公器
【博文】 当权力成为乐趣，各种后果滋生；当制度成

为“制约”利器，社会才会规范有序。十八大报告屡屡鲜
明提及的制度建设表明： 执政党的成熟不仅表现于思
想、理论，更体现于制度。依靠制度的力量，公权将成为
公器。构建制度力量，我们正在路上。

【跟帖】 医行天下231500363231： 让制度约束权
力，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行动！

【跟帖】“Rich088”：希望制度的建设加紧加快。腐
败盛行导致亡党亡国绝不是危言耸听。

【跟帖】“消游侠”：制度有了，执行力也要跟上。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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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十八大报告传递六方面改革新指向

减少领导职数，让农民工市民化

【行政体制改革】
减少领导职数 降低行政成本
职数削减后易“死灰复燃”，要加大监督力度

“总人口73188人的县，竟有1正16副县长！”一条热
帖曾引发各方关注，虽后经澄清该县副县长实为9名，但
由此引发的热议并未结束。

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
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十八大代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
区委书记梁维东认为，减少领导职数，不仅能降低行政
成本，更能提升行政效率，是政府更好地向服务型转型
的一个现实要求。

“不过， 经验证明， 职数削减后常常容易‘死灰复
燃’，对此一定要加大检查和监督力度，确保改革效果。”
他说。

【户籍制度改革】
让农民工真正转移成市民
去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近2.3亿，平均年龄28岁

去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 相当于第五
大人口国印尼。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80后”
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近一半。让农民
工真正转移成市民，不仅关乎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未
来，也是实现公平正义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解决外来工融入当地的问题，关键是实现教育、就
业、医疗等权益均等化，这些都与户籍制度紧密相连。”
十八大代表、农民工洪刚说。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改革征地制度保护农民权益
征地侵民进而诱发社会矛盾的现象时有发生

十八大报告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
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近年来，征地侵犯农民利益进而诱发社会矛盾的现
象时有发生。“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收入和财富的
重要来源，报告的这项举措，将使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得
到更好保护， 也会遏制乱占乱征耕地问题。” 十八大代
表、浙江安吉县农民宋昌美说，“广大农民都在盼着这项
政策，希望抓紧出台标准，更好维护农民权益。”

【民生领域改革】
公共服务指向“更多更公平”
上海尝试“让农民变股民”改革

十八大报告中“公平”频频出现：大力促进教育公
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
加注重公平……

2009年起， 上海松江在乡镇一级建立镇级农民集
体经济联合社，让本地农民成为联合社成员，集体资产
明晰到人。这项让农民变“股民”的改革，保证了失地农
民长期受益。

“在民生建设中更加注重公平， 不仅需要执政理念
的转变，更需要制度的保障。”十八大代表、上海市松江
区委书记盛亚飞说。

【生态领域改革】
建立生态补偿制度
让污染者承担污染后果

十八大报告专门将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篇，特别提
出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
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
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价格是有效的调节杠杆， 只有改变可以低廉甚至
无偿使用生态产品、 让污染者承担污染后果的做法，才
能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十八大代表、中石油副总裁
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说。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者得利
关键是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做到民主、公开、竞争

十八大报告提出，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提高选
人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

“这是纯洁党员干部队伍的一个重要标准和抓手”。
十八大代表、上海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徐麟说，“关键是提
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只有做到民主、公开、竞争，才能实
现择优的目标。”

十八大代表、 上海中医药大学辅导员洪汉英认为，
真正落实两个“不让”，一定能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
现、各尽其能、才尽其用。

深入反腐
需决心与制度齐下

在十八大报告中， 中共中央总书记
胡锦涛明确表示，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
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这个
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
甚至亡党亡国。要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着
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不
管涉及什么人， 不论权力大小、 职位高
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

腐败一直是困扰整个社会的长期问
题，因腐败而滋生的不正之风，以及因此
引发的公平公正缺失， 让社会的焦虑感
俱增。 在每年查处的腐败贪污大要案件
中，不论官职大小，其腐败的程度与金额
都让人惊愕，在屡禁不止的腐败面前，民
众的愤怒感越强，无力感也越重。尽管曾
提出要对腐败进行“零容忍”，但在反腐
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制度不力， 以及腐
败蔓延、繁殖的速度之快，都让“零容忍”
没有生发的空间。

从开始的“高薪养廉”，到上世纪90年
代《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我国在反
腐领域作出了制度尝试与探寻，但随后的
二十年里，腐败程度未减，制度施行却触
礁。原本最能有效遏制官员腐败的官员财
产申报制度，因为只有申报环节，没有公
示环节， 无法从根本上震慑贪腐官员。此
前“火”遍网络的“表哥”杨达才，以及拥
有21套房产的“房叔”蔡彬，在对组织申
报财产时均没能如实申报， 而是在偶然
事件中才曝出真实的个人财产信息。

少数权力在手且未受有效制约的官
员，本身就容易利用权力寻租攫取财富，
加之财产公示等措施存在制度性缺陷，
令其有了更多的贪腐空间。十八大期间，
学者汪玉凯提出“新提拔官员应公开财
产”，意在应从起点公正做起，一视同仁
地向社会公开官员财产。 此举或能成为
破除贪腐的一个有力举措， 但若从制度
层面的完善性与有效性来看， 除一视同
仁地对官员财产进行申报与公开之外，
还应在各种贪腐成本的提升上加大力
度，提高官员贪腐的风险，加重贪腐人员
的多重代价，让他们“闻贪丧胆”，才能破
解官员贪腐久治不愈的迷局。

目前之所以贪腐屡治难绝， 除根源
上的权力狂野、无牢监禁之外，他们在法
律成本、经济成本、政治成本、道德成本
上的损失， 与其贪腐的程度完全不成正
比。有些巨贪落网后量刑畸轻，经济惩罚
也不够， 导致前车之鉴难以成为后来者
的警戒， 同时大多贪腐官员在政治成本
上更是无须付出过多代价， 甚至不少官
员在被处分后也并不影响其“仕途”。我
们看到有的官员被“带病提拔”，或者在
此地犯错后，在彼地升迁，这些都反映出
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良效应。

十八大报告指出，“建立健全权力运
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
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
权、 监督权， 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
证。”中纪委工作报告更是以“严重的政
治斗争”表明反腐的艰巨性。中央的反腐
决心让人们再度拾起治理官员腐败的信
心， 而制度保障是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根
本保证，接下来的制度设置与施行，应当
加大力度，避免落入“反而不治、贪而难
纠”的现实窠臼。 ■张英

十八大系列评论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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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提出
“要始终把改革创新
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
各个环节”，并对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
革作出部署。

这份充满改革创
新气息的报告， 字里
行间传递出诸多改革
新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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