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常语录… 余以为…

近日， 贵州黔南以棚户区
改造为名， 将州检察院、 物价
局、 统计局等18家州直属机关
单位的办公楼在10天内全部拆
迁， 其中包括尚未装修结束的
办公楼。（12月17日央视）

好端端的办公楼， 何以落
得个“棚户区”的命运，让人费
思量。

按照当地的回应，棚户区改
造一可以建广场、修公园，打造
城市亮点景观，二可以以商业为
主，盘活土地，提高土地的价值，
实现以产促城、以城强产。不难
看出，相比“棚户区改造”的燕雀
眼界，人家其实有着更加远大的
鸿鹄之志。借着“棚户区改造”的
契机，完善城市功能、改变城市

形象，实现华丽转身，才是人家
的终极目标。而要完成如此大手
笔，仅仅是改造棚户区，当然远
远不够，顺带将整个区域推倒重
来，也就在所难免。

于是，打着的是“棚户区改
造”之名，干的却是“整体规划、
连片开发”的事儿。假如只许拆
除房屋建成年限较长、使用功能
不全、 安全隐患突出的棚户区，
显然不足以完成这样的远大志
向，23家州级单位办公楼，不管
新旧统统被划入“棚户区”，也就
并不意外了。不仅如此，当有畏
难情绪的机关单位领导被进行
了谈话， 而且拆除如此迅捷，机
关办公楼都挡不住的拆除，被划
入其中的居民楼命运将会如何，

更是不难预料。
然而，明明是棚户区改造，竟然

搞出如此大的动作来，与其说是“鸿
鹄之志”，毋宁说是在以“棚户区改
造”之名，行“大拆大建”之实，连刚
刚建成尚在装修的机关办公楼也在
拆除之列，如此随心所欲的规划，完
全将城市建设当作可以随时随地推
倒重来的小儿搭积木游戏， 其背后
的城市规划随意性，令人怵目惊心。

而尤为值得追问的则是，棚户
区改造，为何顺带着把尚在装修的
办公楼也拆了，未出生便夭折的楼
堂馆舍，究竟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秘
密，如此拆建之间，损失归谁，利益
谁得，恐怕不能被“棚户区改造”的
鸿鹄之志所一叶障目，而更需彻查
其背后真相。 ■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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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吃蹄花还是羊肉汤？”

近日， 一架飞机刚刚从成都
双流国际机场离地升空， 等待地
面塔台的下一步指令。 可飞行员
在接听指令时听到的却是以上话
语。经查，原来是非法出租车电台
频率影响了航空通讯。

地方姑娘： 机场的通信这么
容易被干扰， 要是被坏人利用了
咋办？

行成：我觉得蹄花不错。
后生：看得我一身汗，以后还

敢坐飞机么！
独家记忆： 非法出租车电台

频率影响航空通讯， 给飞行造成
很大危害，必须加强管制。

秃鸡手：私设电台是有错，更
反映机场电台的无能！

“这辆车是爷的了！”

12月15日，天津市政府突然
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实行小客
车总量调控管理以及实施机动
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天津市汽
车行业一夜爆发，几乎将全部库
存车辆卖光。有市民直接砸样车
玻璃高呼车辆属于自己了。

人性的弱点： 政策一出来，
汽车商笑了。

凡尘清心： 老百姓这样，到
底跟谁过不去？

长年累月：让人民疯狂的政
策，是好政策吗？

苦酒满：限行、限购都不是办
法，限制车辆生产才是治本之策。

占有欲：确实该限购，空气质
量太差了，有汽车的很大功劳。

日前，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在
媒体专访中表示，到2020年，要基
本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
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
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
式，城乡统一、以人为本、科学高
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

这是权威部门第一次明晰给
出户籍制度改革的路线图与时间
表。 新型户籍制度描绘的前景值
得期待， 但改革的深度与难度并
存，亦要做足准备，未雨绸缪。据
黄明介绍， 其中亟待解决的深层
次矛盾和问题， 集中体现在三个
方面： 一是户籍上附着的利益较
多， 需要逐步剥离； 二是城乡之
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的差别较

大，需要合理引导；三是各类群体
的诉求不同，需要统筹兼顾。

这三个方面的矛盾与问题，
关键节点在于“利益”二字。其实，
作为一项公共管理的制度工具，
户籍本身并无价值和利益勾兑空
间，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户籍
与诸种公民权利绑定， 就相应地
具有了价值属性。 曾流行一时的
“买房送户口”，就以扭曲的市场反
应变相地体现出户籍的市场价
值， 也为管理人员与行政部门借
由户籍寻租、设租预留了空间。

日前有网友总结统计出北京
市户籍上附有多达80余项福利，其
中仅教育与买房两项就“价值”54
万多元。 附属户口之上的利益越

多， 越表明以户籍为划分标志的
城乡、地区、城市之间的差别越大，
进而为户籍制度改革带来过多的
改革成本；而一旦取消户籍，就会
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敏感神经，比
如因为担心外地人动了自己的
“福利蛋糕”， 北京市人大代表、清
华大学的教授就会想出交重税、
考试等怪招为外来人口落户设置
更高门槛———各类群体间的诉求
其实也着眼于利益的归属。

因此，“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首要在于加快剥离户籍上附着的
各种利益。利益一剥离，薄薄的户
口本就会变得轻松， 户籍制度改
革也就容易进行。 但正如李克强
总理所言，“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

还难”，剥离户籍利益不是简单的一
纸令文就可实现， 而是一项利益再
分配、权利再均衡的精细活。

首先要在思想认识上统一，过
去那种主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
的户籍制度已经不适应以市场为决
定力量的形势需要，必须改革，才能
促进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其次要
辅以更加廉洁高效透明的行政体制
改革， 消除粘附于户籍制度上的灰
色与腐败空间。最根本的，则是实现
城乡、地区和城市间的均衡发展，使
现在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正当合法
的公民权利独立而行。

换言之，户籍制度改革，剥离利
益只是改革的第一步，均衡公民权益，
还权于民，激发社会更大活力，促进社

会生产力更快进步，共享改革“红利”，
才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

12月15日，《人民日报》 报道了
张家港“试水”公共资源与户籍制度
脱钩的做法： 政府每年向新市民子
女提供相当数量的公办学位、 居民
基本医保指标和一定数量的入户指
标，根据个人表现进行积分排名，竞
取相应资格。“给不了户口， 就先给
市民待遇”， 虽不是一步到位的改
革，但与“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
水平， 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常住人口全覆盖” 的改革思路不谋
而合， 表明这个城市深谙户籍制度
改革的根本原理： 松绑户籍的要旨
在于释放权利。

■本报评论员 赵强

剥离利益释放权利是户籍改革的关键

“新修楼堂馆舍”何以当“棚户区”一起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