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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改革还应多些内涵

农村老人自杀，始于人性嬗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

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
目主持人刘燕舞走进湖北、江苏
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耗时
六年，他发现，农村老人的自杀
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
步”，“中国的自杀率总体上是在
下降的。但是，农村老人却越来
越难以摆脱这条 (自杀的)路，这
或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
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7
月30日《中国青年报》）

这般触目惊心！在广袤的农
村，“老人自杀”俨然是宿命式的
结局。在彼时彼地，沉重的“自
杀”，竟变得稀松平常。乃至不会

有太多的惊骇，不会有太多的悲
伤，有的只是淡然、冷漠，以及某
种解脱和释然。

这无疑是最悲哀的现实。乡
土世界内， 家庭伦理的崩塌，似
乎远超人们的想象。 很多时候，
年轻一代们， 心安理得放弃了
“供养长辈”的责任。甚至于，将
年迈、患病的父母，视作必须抛
弃的包袱。一直以来，那种由血
缘所维系的命运共同体，而今几
近瓦解。后辈们挣脱了人伦道义
的束缚，完全变成了原子化的个
体。这意味着，老人们被置于自
生自灭的境地。

按照惯常的理解， 乡土世界

本应更加温情脉脉， 更加讲究尊
老尽孝。只是，现实之不堪，几乎
与“传统印象”有着天壤之别。事
实上，普遍存在于农村地区的，那
种极端功利的生存观和价值论，
是如此让人困惑。 几乎没有人知
道，它因何而生、肇始于何时？

顺着宏大叙事的轨迹， 现代
性和老龄化的冲击， 被当成了这
一切的罪魁祸首； 而从微观层面
剖析，年轻人的出走、社区纽带的
断裂，农保低水平和低覆盖，又被
看作“沉沦” 的源头……换而言
之，或许可以将之表述成：一些农
村青年远走城市， 接受了更为激
进和赤裸的利益观； 从而变得人

心坚硬， 情感淡漠———城乡之间
的人口流动， 稀释并毒杀了乡土
世界原本的道德秉性。 旧秩序已
死，新秩序未立。空窗期里，种种
乱象都有了存在、存活土壤。

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绝不
允许“子女放弃父母”之行径；一
个现代的文明社会，也绝不会接
受年轻人对老人不管不问。所谓
时代的阵痛， 归根结底还是由
于，人性的嬗变和投机……遗憾
在于， 整个社会的福利体系，市
场层面的关怀服务，以及基层社
区的结构设计，都未能对这种堕
落的人性，做出预防！而这，也恰
是重建现实的起点。 ■然玉

7月3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
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
见》， 就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提出3方面11条具体政策措施。
一是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
二是创新人口管理。三是切实保
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
口合法权益。公安部副部长黄明
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标志
着中国户籍改革进入全面实施
阶段。（见本报A03版）

中国户籍制度藩篱终于松动，
社会管理及秩序建立有了全新的
定义，这是值得全体公民尤其是农
村人口额手称庆之事。《意见》中的
细则显示，在保证人口顺利流动的
同时，也提出了保障既有农村人口
的土地权益，解除了民间“会否绑
架农民进城”的顾虑。而罗列出的

建制镇和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
市和特大城市的落户条件和落户
限制， 不仅使户籍制度更为丰富，
更是在消弭掉扁平化的制度变化
之后，给予了农村人口“可以充分
期待”的户籍愿景。

在一片叫好声中，户籍制度
改革仍有内涵性的问题需要思
考与探索，户籍制度改革此次得
以落地，其核心思想与前提是中
央屡次提出的“城镇化要以人为
核心”。改革方向中所包含的“公
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福利、权益
的日将平等，体现了户籍改革的
价值与内涵， 但现实中包括就
业、居住、交通等在内的诸多问
题仍然会形成阻碍，“阶梯式”推
进以及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
户口控制便是这些问题的外延

体现。从目前的农村人口流动特
征来看，前往大城市及制造业发
达地区的占绝大多数，人们期望
在这些地方落户以便享受子女
教育权和居住权，相反，一些中
小城市及欠发达地区的户口含
金量相对较少，这实际上反映的
也就是资源分布不均与产业引
导和转移不足的问题。

由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包
括制造业发达地区长期作为利
益洼地存在，自然吸引众多的农
村人口前往，而人们在户口的向
往上基本也取决于生活便利、就
业保障这两大方面。 那么相应
地，户籍改革中必须还应从政策
上引导、 加快中小城市的建设，
有重点地发展建制镇、加强产业
引导和转移， 以便使中小城市、

建制镇周边的常住人口及农业
转移人口能够就近获取资源，而
不是一窝蜂地涌入本已不堪重
负的发达城市和地区。唯有资源
均衡，才会使户籍改革实现人口
合理、有序流动的目标。

曾经人们以“城市人”与“农
村人”来衡量幸福指数，改革之
后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将实现人
们长期以来追求幸福的梦想，那
么，在这个梦想里，无疑还有更
多的内涵需要补充，更多的措施
需要出台。一项制度对应的是相
关人群的综合需求，也对应着社
会整体发展的资源布局和全面
考量，我们乐见户籍制度改革已
经破冰，更希望这项制度能够继
续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真正赢
得赞誉。 ■本报评论员 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