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卖地还债

威胁经济安全

审计署公布的《

36

个地方政府
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

18

个省会和直辖市，有
17

个承诺以土
地出让收入来偿债，比例高达

95%

。

2012

年
6000

亿土地出让净收入连
支付地方债的年利息都不够。

在中国， 卖地财政几乎是制度
性安排。 公开数据显示，自

2003

年
开始， 房地产税收与土地出让金收
入显著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财政收
入。

“举债才能发展。 ”当地方政府
的主要领导被媒体包围， 他们通常
会微笑着说：“我们的债务风险总体
是可控的。” 但是，地方债影响是深
层次的， 不仅会增加政府财政和整
个金融系统的风险，还会使

CPI

、房
价高位运行。

土地对财政的贡献很大， 但弊
端也显而易见。 加上新“国五条”对
房地产市场影响的不确定性， 如果
今年房地产市场走势持续低迷，则
地方财政收入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
力。 如果没有可行的措施去重组这
些债务， 未来几年银行将面临债务
违约的实际风险。

自“

6

·

20

”银行间隔夜同业拆放
利率飙涨后，银行“钱荒”已蔓延到
股市。金融、地产等权重股相继出现
重挫。从长远来看，很可能性引发系
统性金融危机。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
学家李迅雷认为，“银行业钱荒表明
影子银行的风险开始集中爆发，而
最大风险还是来自于房地产风险、

地方债的风险。 ”

针对目前地方存量债务较大，

而地方政府偿还能力较弱的矛盾，

应督促地方政府抓紧建立财政偿债
机制。首先，要将降低负债率列入官
员业绩考核。其次，从根本上解决目
前财政收入来源单一现状。第三，中
央财政应通过置换等方式化解地方
债风险。 （税务师田方）

名博关注
@

戚聿东：刘志军在监狱
托人给女儿带话“千万不要从
政”。雷政富的母亲一遍遍地喃
喃自语“当啥子干部呦”，她说
如果可以选择， 她宁可儿子在
老家种地在外面打工。 诱惑当
头无人拒，事到临头懊悔迟。刘
志军家人肯定曾为这个共和国
部长神采飞扬过， 雷政富母亲
也一定曾为这个区委书记炫耀
不止过。 官本位的价值观和评
价体系， 助推了多少面对铺满
鲜花陷阱的“下跳人”。

@

罗崇敏：刘志军千叮万
嘱女儿“千万不要从政。 ”当官
竟然与矿工一样成危险行业，

毕业生中入狱最多的竟然是各
级党校。 在清算落马贪官种种
罪行的同时， 弥补制度监督的
漏洞刻不容缓， 身陷囹圄的前
车之鉴阻挡不了削尖脑袋拼命
专营的腐败分子。 良好的廉政
制度， 官员和别的职业并无不
同， 官员也会受到制度良好保
护。

@

黄健翔：中国足球为什
么总是不行而且怎样都不行？

说点儿得罪人的狠话： 因为人
不行。天底下独一份的。谁家的
毛病咱都有， 谁家的优点咱都
缺， 文化基因是反团队反足球
的。这不只是中国足球的问题，

只是足球这个项目最无情最直
观最彻底专戳这些民族性弱点
和痛点而已。 骂中国足球的人
其实都是在照镜子骂自己。

（综合）

“加班累死”一语成谶衬出谁的软弱

大学毕业上班才
8

个月，因
工厂经常性加班， 最长时间每天
上班

12

小时，安庆谢德尔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员工李哲， 近期预
言自己将会“累死”，

6

月
17

日，在
高温下连续上班

12

小时后，当晚
在家中再也没有醒来。（

6

月
25

日
《市场星报》）

超时加班，连续工作，把员工
折腾得苦不堪言的“血汗工厂”时
有耳闻。然而，像安徽这名上工不
到一年的大学毕业生那样， 面对
企业无休无止的“习惯性加班”，

且连高温中暑也不准请假休息，

终于一语成谶地应验了他曾屡屡
发出的“累死”预言，听来则实在
令人为之悲哀和叹息。死者已矣，

生者当醒：预言“累死”究竟衬出
了谁的软弱？

假如真的可以“假如”，年仅
23

岁的李哲当然有许多机会改变
“累死”的命运。 譬如，看到企业
“把人当机器使”的高负荷工作压
力，果断地选择离开；又譬如，他
的父母和亲戚能不在乎那些被加
班费所抬高的“可观月薪”，认同
其多次提出的辞职想法……但如
今， 哪怕再去声泪俱下地指责用工
单位的“不顾死活”，都已显得为时
晚矣。 企业的责任必会得到追究，

而某些方面的软弱景况， 其实更
应引发社会公众的警醒与关注。

年轻员工李哲“加班累死”的
一语成谶， 首先衬出当地企业中
工会组织的软弱。 李哲的同事已
经证明，小伙子被“累死”之日，安
庆最高气温为

32℃

，“车间内没有
空调，感觉室内温度比室外还高，

当天因厂里急着发货， 李哲上班
从早上

8

点一直到晚上
8

点，持
续站着工作了

12

个小时”。而且，

在这家“很有名气”的企业，员工
们普遍认为“公司比较缺人，加班
4

个小时属比较正常”。那么，对于
这种明显与“以人为本”相去甚远
的工作环境， 作为维护职工权益
代言者的企业工会组织， 咋就还
是不闻不问？或是“有名无实”呢？

“加班累死”一语成谶，自然
还映衬出了某些劳动监管部门的
疏于检查，甚至是执法无力。媒体
报道称， 对于是否经常让工人高
温下持续上班

12

小时，经常加班
又是否违规， 涉事企业回应称该
由劳动监察部门来做解释。 而当
记者再问安庆市劳动监察支队，

听到的回答则是“违法用工怎么

是我们帮他们做解释？ 如果真的
是违法用工了， 我们要做的只是
查处。 ”如此“太极推拿”之下，公
众想问的其实很简单： 一个年轻
人的“累死”预言，都已用他的鲜
活生命作出了应验， 管理部门口
中的“违法查处”，到底“查”了几
回，又“处”了几次？

谁都清楚， 缺乏严密的维权
保护与监管保障， 就别指望有多
少家企业和用人单位会循规蹈
矩、“善心大发”。 舆情汹汹之下，

“加班累死” 一语成谶的悲痛一
幕，自然会激起与众不同的“善后
效应”； 但倘若仅仅满足于此，而
不对潜于其后的“软骨”“软弱”努
力整肃，抚慰得了“一家人”，真的
就能拂去更多劳动者愤懑的眼神
么？ （司马童）

安徽省公务员面试于
6

月
24

日结束。 为
期

4

天的面试过程中， 一考生称拾获了从考
官口袋里掉出来的考生照片， 由此安徽省直
监狱系统录用人员面试被曝存在黑幕。

考官掉考生照片，无疑是一封举报信。相
信随着媒体报道和舆论关注， 上级部门会介
入调查，让隐藏的公考内幕浮出水面。这样的
结果固然维护了公考的公平正义， 但公平正
义的实现不能仅仅靠偶然间的发现。下一次，

考官还会掉考生照片吗？

应该说， 现行公务员面试制度已经建立
了一套防舞弊体系。 一方面， 建立面试考官
库， 每逢公务员面试随机抽取考官名单；同
时，采取“双盲法”，考官和考生都要抽签确定
考场，彼此之间一无所知。 并且，每个考官组
有若干名考官组成，对考官评出的分数，去掉
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得出的平均分
数，即为该面试人员的成绩。但近年来公考丑

闻频频曝出， 说明我们的制度设计并非无懈
可击。

作为一名基层公务员， 笔者对一些公考
潜规则也有所耳闻。 由于各地考官库普遍由
地方纪委、人社系统、招录单位人员组成，范
围过于狭窄，甚至形成某种小圈子，考生及其
家长只要接触几个关键人物，就能手眼通天，

打点到所有考官。 针对双抽签，则可采取“全
面撒网，重点捕鱼”的方法，给每位考官都发
一张照片，不管抽到哪个考场，都是逃不过如
来佛祖的五指山。至于评分，当所有考官都形
成某种默契，心照不宣地齐刷刷打出高分，去
掉一个最高分也无法挤干分数中的水分。

从某种意义上讲， 掉出考生照片的不是
考官口袋，而是公考漏洞。 对此，我们不能仅
仅停留在就事论事的个案处理， 更应深刻反
思，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制度补漏。

（文
/

张枫逸图
/

陶小莫）

@

一语惊人
@

“杨局长，扬州市民请你去完
美路‘看海’”

———扬州市城建局局长未能
实现今年治理好积水道路的承
诺， 市民邀请其到积水严重路段
“看海”。

出处：中国新闻网
“我说你买避孕套去吧，我等

着你”

———德州男子劫财后又想劫
色， 女子让其买避孕套再趁机逃
脱。

出处：山东电视台
“只有我死了，你们才能轻松

点”

———成都
20

岁补习女生高
考失意，留遗书后服毒自尽。

出处：华西都市报
“这几天情绪不好， 来月经

了”

———台州一小学女老师殴打
学生，称因情绪不好。

出处：中国新闻网
“我是黑社会，你得罪人了，

现在有人花钱买你的腿”

———广州市民接陌生来电恐
吓，要求花三万元消灾。

出处：羊城晚报
“彭警官， 你叫他们不要这

样，弄得好像多大个事”

———重庆一盗窃案嫌犯逃脱
后给警察发短信， 要求不要围追
他。

出处：重庆晨报
(

木桦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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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同酬”能否成为临时工的逆袭？

7

月
1

日起， 新修订的《劳
动合同法》 将正式实施。 新政
最大的亮点， 就是明确规定了
“临时工”享有与用工单位“正
式工”同工同酬的权利，并赋予人
社部门依法开展经营劳务派遣业
务行政许可的权利。 （

6

月
25

日
《南方日报》）

干的是同样的活， 拿的却是
不一样的钱。钱少也就罢了，出了
事儿还时常成为垫背，“临时工”

这活，实在是相当悲催。 那么，同

工同酬入法， 临时工是不是真的
有望熬出头？

其实，既然已经有“临时”与
“正式”之分，有编制内、编制外的
门槛， 就说明同工同酬未必就能
一下子达到。例如，对于临时工而
言，与其同岗位，同工种，干同样
工作的“编内”正式员工，究竟薪
水几何？福利多少？恐怕用工单位
不会明示，正式员工也不便透露，

而这显然是判断一名员工是否得
到了“同工同酬”待遇的最基本前

提；其次，对于企业而言，既然“临
时工”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而且用工成本还比正式工更低，

恐怕正是其雇用派遣工、 临时工
的初衷？从维护其自身利益出发，

人为设置不同的岗位， 同工仍然
不同酬， 也同样可能轻松钻了空
子。

我想，真正意义上的“同工同
酬”， 不该只是薪水层面上的，一
些企业的优渥福利， 以及正式工
所拥有的权利，同样应当属于“同

工同酬” 的范畴。 所以，“同工同
酬”要从法律条文真正落于实处，

就必须能够突破既得利益的封
锁。而只要编外、编内之分，正式、

临时之别继续存在， 谈“同工同
酬”多少有些与虎谋皮的味道。尽
管上述身份差别的形成确有历史
和现实因素的存在， 但既然它骨
子里破坏了社会公平， 干扰了正
常的社会就业和市场用工机制，

其实没有听之任之的道理。

（吴江）

持“照”面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