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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没听过医生和病患还
会发生冲突， 我生平第一次
听到医生也要练功夫。”

近年来国内医患关系跌至冰
点， 各种冲突、 医生被砍事件频
发， 以至有医院组织医生集体向
武术专家学功夫防身。对此，1998
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 被誉
为“伟哥之父”的弗里德·穆拉德
深感意外。

德宏天正： 又是一个中国特
色的国际笑话！

程姑娘：想起外教说的，从来
没看见过下个暴雨就能划船的城
市。

爱是你我：自己锯腿听过没？
高干病房听过没？

闻风丧： 诺贝尔奖得主来中
国长见识了！

“我都变成壁虎了， 你们怎
么还能找到我呢?”

前几天，山东新泰市公安局
禁毒中队接到举报称有人在宾
馆吸毒，民警赶到现场发现两名
男子一名女子正在吸毒，带回办
案中心时，一男子突然紧贴墙壁
上， 民警抓住手臂将其拉下来
时，男子很不解。

青夫：变壁虎没用，得变李
刚的儿子。

无欲无奈： 毒品让人变傻，
必须大力禁毒。

麦仪姐：新编歇后语，被抓
贴墙壁———变壁虎了。

呆呆： 明明很沉重的话题，
却让人想笑！

大厦梦：貌似我们这也流传
过类似的新闻。

日前，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
议指出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
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建
立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
台,实现不动产审批、交易和登
记信息在有关部门间依法依规
互通共享; 推动建立不动产登
记信息依法公开查询系统。

虽然之前对于不动产统一
登记制度，民间有着诸多期望，
但更多着眼于官员群体， 尤其
是在“房多多”丑闻不断后，更
是希望通过不动产统一登记制
度， 让官员所拥有房产的相关
信息向全社会敞开。

可是， 这显然是对不动产
统一登记制度本身的过高期
望。 政府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

推动减少不动产统一登记制
度，一是减少多头管理，减轻民
众负担， 二是实现政府相关部
门对于不动产信息的内部无障
碍流通，三是在特定条件下，方
便民众查询信息， 而特定条件
主要指房地产交易等环节，并
非民众所畅想的“对某个官员
不动产信息想查就查”。

当然，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
度依然有着其重要意义。 首先
对于近年来所提倡的社会征信
体系建设来说， 公民财产信息
相对透明是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尤其是作为公民主要财产
性收入之一的不动产， 更应纳
入整体征信范畴。

也有不少学者指出， 不动

产统一登记制度还是房地产调控不
可或缺的制度基础。 这有助于有关
部门对于目前全国房地产数据的细
化掌握， 比如到底有多少人掌握着
第二套房乃至更多， 多少人至今连
蜗居都还是奢望， 由此才能形成对
房地产发展形势的准确预判， 并以
此作为宏观调控的依据。

不过， 虽然不动产统一登记制
度不太可能用于官员房产的社会监
督， 但至少有利于官员财产的部分
公开，成为政府内部反贪腐的路径。

总之，对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别误读要正读，不动产统一登记制
度的作用或许未必如我们在某方
面，诸如反腐上面所设想的作用那
么大，但在其他诸多领域依然应发
挥重要作用。 ■毕舸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别误读要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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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
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大热点。 随着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发布，其中
的“取消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
校难题”，给人无限鼓舞和期待。

近些年来， 教育资源向大城
市重点中学集中， 县市师资力量
和优质生源大量流失， 农村教师
待遇低下， 农村子弟读重点大学
的比例逐年下降等等问题严重，
引发公众对教育公平和前景的担
忧。教育不公，阻断了底层向上流
通的渠道， 每次教育改革都备受
国人关注， 正是因为教育公平与
否事关所有人的权益， 而教育不

均衡发展的困局又亟待破解。
教育非均衡发展， 其中一个

最大症结， 正是各地都存在的重
点学校重点班现象。 重点中学如
同吸盘一样， 将优秀师资和生源
吸附在身边；而择校费、各种名目
的培训班等金钱筑砌的门槛，更
将寒门子弟拒之门外， 成为实现
教育公平的重大障碍。

省城重点学校兴盛， 市县学
校式微的原因， 是因市县学校与
大城市名校不对等的竞争所致，
重点学校拥有的国家教育财政投
入、师资力量、地利、出题权等得
天独厚的条件， 一开始就将前者
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这种竞争看

似是市场化的结果， 实则却是一
种不公平竞争。那些“一校独大”
的省城重点学校会不断扩充地
盘，拉大与市县学校的差距。重点
学校有多强势， 市县学校就有多
弱势，而没有后台、没有金钱做敲
门砖的贫家子弟， 通过读书寻求
出路的路径就会被堵死，区域、城
乡、校际教育差距会进一步拉大，
教育不公间接和直接导致的社会
两极分化会更严重。

市县学校的窘境亟待顶层设
计予以“解救”，取消重点学校重
点班，要尽快提上日程，以免一些
地方既得利益者， 对重点学校进
行变相保护，阻碍改革的推进。只

有像其他改革措施一样， 列出时间
表，划好路线图，才能促进各地加快
制定取消重点学校重点班的计划。
立下了军令状，谁放缓执行时间，便
应该被问责。

重点学校重点班看似只关乎教
育，实际上却可能涉及各方利益，盘
根错节，如卖“学区房”的开发商，以
及与其有利益瓜葛的某些地方政
府， 都可能成为取消重点学校的阻
力。因此，取消重点学校，还要有配
套措施跟进，不能简单地做减法。还
要考虑到取消了重点学校， 如果应
试教育的指挥棒还在继续挥舞，学
生家长为了孩子的学习成绩， 还是
会选择打破脑袋往重点学校挤。

当今而论， 要对重点学校现象
“泻火”， 有两件事情可以做也必须
做：一是对名校利用减免学费、发放
奖学金等诱人条件，从市县网罗优质
生源的措施叫停；二是取消“学区房”
政策。前者而言，其危害不仅抽空了
市县的生源和师资，加剧了这些地方
的教育失血，而且加重了学生及其家
庭的经济负担。后者之弊，则已经超出
了教育的范围， 变相造成了房地产市
场的畸形发展。此二者，都是多年来广
受民众诟病的现象，一直未得到纠偏，
期待借此次三中全会改革东风， 能打
破坚冰，还教育以公平本义，为教育事
业的可持续发展祭出第一刀。

■本报评论员

取消“重点”应成教改第一刀视点华
声·十八届三中全会系列评论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