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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更公平”凸显实现共同富裕决心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其中“更多更公平”

５

个字内涵十
分丰富。 这意味着我国今后不仅要更
多增加民生投入，而且将更加注重收
入分配公平，凸显了走共同富裕道路
的决心。

共同富裕是最广大人民的共同
愿望， 也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实行改
革开放、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初衷。 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共
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
本原则”，强调“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
道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尤其是近十
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越来越多，同时
医保、社保、义务教育免费等基本实
现全覆盖，使全体人民日益感受到我

们党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坚定信
念。

当前， 我国的发展还很不平衡，

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在分
享发展成果方面仍有较大差距，部分
群众生活水平较低。 在改善就业、住
房、医疗、上学条件等方面，群众有更
多期待。

现在，距离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这一目标时间已经过半。 要在保
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础上，使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
进共同富裕，任务繁重而艰巨。

“更多”意味着要在改善民生领
域推出更多优惠政策、 投入更多财
力。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努力实现
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
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尤其
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

均收入比
２０１０

年翻一番” 的双目标，

正是体现了民生优先的政策取向。

“更公平”意味着缩小收入分配
差距。 十八大报告中“调整国民收入
分配格局， 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

“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等说法在不
同部分、不同章节反复出现，正是推
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决心的体现。 对
此，报告还用“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
入”一节集中阐述，凸显党对这一问
题的高度重视。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
体人民，是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的必然要求。 实现共同富裕并非易
事，需要认真按照十八大的部署加强
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下决心推进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让共同富裕之路越走
越宽广。 （张旭东）

首批“房奴”解放了,

“住有所居”还远吗?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

从本世纪初我国迎来第一批住房贷
款热潮至今， 首批房贷将迎来清款
大限， 首批房贷族也将迎来集体还
清房贷的日子， 进入无债一身轻的
状态。

(11

月
12

日中国广播网
)

首批“房奴” 幸福地摆脱房贷
“枷锁”， 这固然是一件可喜可贺的
事情。然而，随之而来的两个问题萦
绕心间、不得不问：第一，还有多少
“房奴”正在房贷中折腾？第二，还有
多少人目前还在“蜗居”着，尚未进
入“房奴”行列？

“房奴”到底该怎么解读，见仁
见智众说纷纭。有人说“房奴”幸福，

毕竟正在和已经成为有房一族；有
人说“房奴”痛苦，从此戴上了沉重
的经济和精神枷锁。 不管幸福也好
痛苦也罢， 相比拥有

22

套住房的
“房叔”、“房奴” 确实别有一番滋味
在心头。

笔者一己之见，“房奴” 比“蜗
居”好。 “蜗居”给人的感觉是暗无天
日、遥遥无期，而“房奴”毕竟还有翻
身得解放的那一天。 首批“房奴”获
得了解放，第二批、第三批“房奴”紧

接着也将获得解决———过程虽然饱
受煎熬，但美丽结果值得期待。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
士俱欢颜。 “住有所居”写进党的十
八大报告，让人看到了走出“蜗居”、

实现住房梦想的曙光；

145

次“人
民”、

86

次“改革”和
20

多次“公平”

进入党的十八大报告， 无不让人对
未来满怀希望和憧憬。 于是，国人都
可以自信满满地问一句：首批“房奴”

解放了，“住有所居”还远吗？十八大
明确提出“收入倍增”目标，就是“住
有所居”的根本保障。

(

毛开云
)

政治体制不容浮躁盲动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

也不
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

这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坚定信念

,

是对当今世界格
局、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准确把握。

环顾世界
,

一些国家盲目照搬
西方政治体制

,

水土不服
,

破而不立。

经济停滞、民生凋敝、社会动荡
,

不
仅损耗国家实力

,

甚至扼杀对未来
的憧憬。 一系列反面教材告诫我们

,

政治体制事关安危存亡
,

容不得一
丝一毫的浮躁和盲动。

需要看到的是
,

一些西方国家
仍在固守“制度性傲慢与偏见”

,

为
推行其所谓的普世价值

,

对他国政
治体制乱贴标签

,

妄加非议
,

甚至直
接干涉。 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和压
力
,

发展中国家需要足够的定力
,

更
需要办好自己的事情。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
,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
,

我们拥有足够的底气和实力。

(

摘自《人民日报》

,

作者
:

钟声
)

改革在利益博弈中求取公平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国民收

入倍增计划”

,

引发民众的热议与期
待。 报告中另一个同样引人注意的
热点则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改革要实现人民利益
,

要激发前
进的动力

,

就必须突破樊篱。 但这种
突破不可能采取暴风骤雨式的办法

,

而是要善于利益博弈。 这种博弈不
能仅靠“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

,

还要
靠“求取最大公约数”的智慧。 无疑

,

这是对改革者的更大考验。

面对利益博弈
,

还需要一个基本
的价值观

,

这就是公平。 改革的根
本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

但改
革本身即有一个公平性问题。 只有

不受各利益主体的左右
,

坚持公平正
义的价值取向

,

改革才能赢得人心。

公平
,

正是报告强调的一个核心理
念。

利益博弈体现在改革的方法上
,

则是做到改革决策的科学性、 改革
措施的协调性。改革过程中出现的
一些矛盾问题

,

往往是由于决策不
科学、措施不协调造成的

,

脑袋一热
即决策

,

管窥问题即决策
,

改革就容
易出现谁都不满意的局面。 今年
“十一”长假高速免费

,

出行时严重
拥堵、回程时基本通畅

,

即显示了这
项惠民政策向科学性、 协调性转变
的过程。 今天我们强调改革的智慧

,

这种科学性、协调性也是题中之义。

(

摘自《京华时报》

,

作者
:

吴乔
)

公交“道德银行”是善的储存
每做件好事

,

就能获积分
,

存入职工“道德银行”中
,

累积到一定
数量

,

就能兑换相应奖品。今年
8

月起
,

上海一公交公司推出“好人好
事不白做”的活动

,

得到员工响应。

(11

月
11

日《东方早报》

)

“道德银行”类似于“做好事奖小红花”

,

都是以物质奖励的
方式来激励人多做好事。 因此

,

它并不是商业模式
,

而是形象化
的比拟

:

就像银行需货币储存一样
,

善举也要积累。 或许有人认
为
,

做好事可积分兑奖
,

会引发道德投机
,

对某些司机形成负向
激励。 这给善举如何认定提了醒

,

却也是过度主观的“有罪推
定”

:

当物质报酬未必抵得上“造假成本”时
,

谁会贸然在功德簿
里给自己添上一笔？

道德银行旨在激励善的储存
,

只要有使用价值
,

就值得肯定
,

而
对于“积分兑换”形式

,

我们实在没必要吹毛求疵。 （佘宗明）

取消长跑才是真的伤害学生
华中科技大学

10

日举行的秋季运动会上
,

女子
3000

米和男
子

5000

米项目“不见了”。运动会负责人表示
,

这两个项目对学生
体质要求较高

,

取消是为了避免参赛学生“受伤”。

(11

月
11

日《武
汉晨报》

)

长跑比赛比的是体质
,

更是比的毅力和恒心
,

这项运动的生
命力绝不仅仅停留在锻炼身体上

,

更加适用于大学生今后的漫漫
人生路。 尽管长跑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

但谁也无法否认其独特
的魅力。

改革运动会的形式无可厚非
,

取消一些设置不科学的项目也
在情理之中

,

但对于长跑这样的项目简单取消
,

确实是不够慎重
,

甚至就是过于功利化了。 说取消长跑是为了避免学生受伤
,

但从
锻炼身体和锻炼大家毅力的角度看

,

恰恰是这样的简单取消对大
学生构成了伤害

,

不仅误导了大家运动的方向
,

而且助长了功利
性教育教学的蔓延。 （周稀银）

“美丽中国”乃民心所向、百姓所盼
【新闻背景】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
远大计。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
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
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在网民中
引起热烈反响。

网友“我爱吃糖葫芦”：

“美丽中国”写入十八大报告，是民心所向、百姓
所盼！在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收入超过

5000

多美元之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让山更清、水更绿，环境更优美，老百姓才
更宽心、放心、舒心。

网友“融资融智”：宜居适度、山清水秀、天蓝、地
绿、水净，这些出现在十八大报告中的词汇，是民众
最普遍的诉求，虽细微却巨大。

网友“家乡的河水清又冽”：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
发展，中国老百姓基本吃喝不愁、衣食无忧，随着整
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 个体生活水平也蹭蹭上台
阶。 如今，老百姓最大的期盼，除了收入继续增长之
外，还希望呼吸的空气更新鲜一点，流淌的湖水更清
冽一点，生活的城市更宜居一点，更有尊严更高质量
地生活。

网友“笑多了”：中国的发展不能走“先污染、后
治理”的老路。 西方国家走过的“弯路”，我们不能再
走了。 今天的中国人越来越讲究生活的品质，环境好
心情才会好；环境不好，赚再多钱也不幸福。

网友“毛建国”：“建设美丽中国”，不仅是对人民
期待的回应，而且是对经济挑战的应对。 一方面，经
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越来越凸显， 石油等重
要资源对外依存度快速上升；另一方面，环境污染严
重，生态系统退化，自然灾害压力增大。 只有更大力
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才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网友“向日葵”：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
国”，让人耳目一新。 我相信，这也是全体中国人的共
识，谁不希望自己工作和居住的环境舒适优美一些。

建设“美丽中国”，不仅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从自己做
起，比如节约用水、绿色出行等，也需要全社会形成
关注生态和环境保护的整体氛围。 总之一句话，既要
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网友“吴仁寿”：“美丽中国”首入报告，为我们勾
画出中国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 为今后发展指明了
方向，这让我们对中国未来充满期望的同时，也增添
饱满的信心，必将激发起我们奋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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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微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