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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
称《决定》）提出，改革完善农村宅
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
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
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
入渠道。而早在2012年，娄底市冷
水江开始了一项“市民下乡”的新
政：城市居民花50万元就能在农村
买地建房， 一时间被视为是打破
城乡二元结构的新举措， 但实施
不到一年后的2013年8月， 项目被
叫停。（本报12月4日A13版报道）

诚如本报记者所总结的那
样，冷水江“市民下乡”之所以被
叫停，是因为有“四宗罪”：涉嫌违
法收回承包地、 大面积铺开威胁

耕地、“涉农居民”身份存疑、宅基
地卖给市民违规。 在依法行政的
形势下，这“四宗罪”意味着冷水
江“市民下乡”的举措突破了现有
政策与法制框架，不是“新政”，而
是“乱政”，岂有不叫停之理？

或许提到农村土地与农村改
革， 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安
徽凤阳的小岗村和小岗村的红手
印。从形式上看，冷水江“市民下
乡”与小岗村改革具有相似之处：
两者都带着一种冒险精神， 对既
有法规与体制进行了撞击。但是，
并非所有的冒险都可以称作创
新。 小岗村的冒险背后呼应着广
大农民摆脱落后体制、 解放生产
力的内在需求， 拉开了农村改革

的序幕，在今天称“小岗村精神”
敢为天下先，并非谬赞。

对比之下，冷水江的“市民下
乡新政”连闯四条政策红线，其背后
由行政部门主导的利益驱动机制
导致这一场冒险更像是一次急于
求成的火中取栗，甚至是隐性的与
民争利。“他们这是在做地皮生意，
首先以低价收走地皮，然后再投资，
最后再卖给有钱人，赚三层。”村民
何彬其的话可谓一语中的，点破冷
水江“新政”的实质要害———群众
的眼睛是雪亮的，此言不虚。

当然，也有村民贪恋“市民下
乡” 带来诸如开店卖菜之类的眼
前“商机”。“市民下乡新政”的确
会产生类似的附属利益， 客观上

可能增加农民收入，这与《决定》提
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的政策
取向，也貌似相向而行。但在冷水江
“新政” 缺乏合法与正当性的前提
下， 下乡市民自身的权益都将面临
诸种风险与危机。 皮之不存毛将焉
附， 农民所得的那点间接的蝇头小
利又岂能长久保证？

而《决定》做出的战略决策越是
与冷水江“新政”存在路径重合，就
越证明冷水江“市民下乡新政”缺乏
正当与必要性。因为，只有在没有顶
层设计的情况下，农村带有广泛民意
的局部政策突围，才能产生推进改革
的正向效应。众所周知，中共十八届三
中全会作出的改革决定，特别强调改
革的全局性、整体性、系统性与配套

性。在已有顶层设计的形势下，局部地
区的轻举妄动，不会给改革加分，只会
为改革添乱。特别是带有地方利益色彩
的“新政”，打着改革的旗号，不仅与民
争利，更是提前透支了改革红利，成为
深化改革的阻力。

11月28日，习近平在山东农科院
召开座谈会表示：要稳步推进农村改
革， 创造条件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
利；但对中央工作部署要准确领会政
策要点和要领，不能随意解读，想怎
么干就怎么干；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
化，而是人口城镇化，不要拔苗助长，
而要水到渠成，不要急于求成，而要
积极稳妥。———这一席话可谓切中时
弊，不可不听。

■ 本报评论员 赵强

“市民下乡新政”为何不是“小岗村改革”

“现在我们不要看政府怎么
做，我们要看马云怎么做。”

“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完了，房
地产新政何在?”近日，被誉为房
地产界思想家的万通控股董事长
冯仑再抛惊人观点。 此前马云在
谈到房地产时表示， 希望借助市
场的力量将房价打下去。

青山依旧：恭喜马云，成了地
产风向标。

江河： 这明明就是调侃马云
在双11时说的“网购降低房价”。

事受想行识： 马云让很多人
不开心了。

永远不死：冯仑杀人不用刀，
害人不浅啊！

乐吾：好主意！把房子全部放
到马云的网上去卖！

“早知道弄成这样， 当初借
钱也要交罚款。”

河南永城不堪公路罚款自杀
事件女主角，经抢救性命无虞。时
隔半月， 这个倔强的女人却对自
己的行为后悔。 称那些部门的人
都处罚了、 撤职了， 得罪了不少
人，她的大货车以后怎么跑下去。

张侠：你也拯救了很多人！况
且那不叫“得罪”。

火兴才： 谁说得罪了一大批
人？那一大堆玩意也配叫人？

寒漠血驼：妹子，死都不怕，
还有什么可怕的事呢！

五谷丰：以后出门小心着吧，
最好上个人身意外险。

顺风： 把罚款交了大货车也
能跑下去？那说明还是有利润啊。

四川雅安市原市委书记徐
孟加和其他几名市领导特别爱
好运动，陪领导玩儿的却“只许
输、不许赢”，而一名长期陪练的
女性却因此得以提拔，当地百姓
讽刺地称其为打“皇帝球”。

只是，当今早非“朕”的天
下，想踢“皇帝球”，有些难度。
这不，经四川省委批准，省纪委
决定， 对涉嫌严重违纪的徐孟
加立案检查。 徐此番落马显非
爱打球之一端。但提拔女陪练，
则让人想起那位高太尉。

历史常常这样机缘巧遇。
假如那一天，高俅不是奉命到端
王府去送篦子刀；假如赵佶并非
正在园中踢球； 假如高俅使出

“鸳鸯拐” 的绝技而不懂得连忙
“向前跪下”， 继而又“叉手跪
覆”，并且“拜道”、“再拜道”……

其实， 这些假如都不是问
题。问题是，假如端王只是个端
王， 他对高俅恐怕只能喜好而
已，大不了留在身边做个陪练。
可偏偏没多久就成了宋徽宗。
好生了得， 那句“朕欲要抬举
你”随即变现，高俅摇身一变成
了高太尉。按说，赏个足协主席
或体育部长倒也罢了， 做防长
就未免宠过了。但没办法，“朕”
是官帽的总批发商嘛！于是，高
俅巧遇端王踢球成了高太尉，
就有了林冲落草梁山， 就有了
靖康之耻偏安一隅， 就有了金

兵入关，宋家江山覆亡的悲剧。
如今“换了人间”，人民当家作

主。然而，在徐孟加的骨髓深处依
然是“小国寡君”。在那一亩三分地
上，我就是一市之君。在市委书记
的手里， 副处级官帽多了去了，给
谁不给谁全在一念之间， 既如此，
那就给喜欢的女人好了。

于是，什么组织考察、群众评
议、德能勤绩、民主决策、公开公
正，全成了儿戏。不知道，是徐孟加
错把自己当“民王”，潜意识里还做
着“帝王大梦”，还是当下对权力的
监督总是沦为儿戏之故。打“皇帝
球”， 奖赏女教练———花样不断翻
新，让人目不暇接，不知今夕是何
年？禁不住悲从中来！ ■刘效仁

由打“皇帝球”升官想到高太尉

余以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