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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 12 日上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
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
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民心是
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 反腐败
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人民
群众给予高度评价。

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的篱笆越扎越
紧， 权力在法外运行的空间进一步压缩，
反腐败的力度和成效赢得了老百姓的肯
定和信任。 反腐败不仅有助于加强官员的
廉洁自律、 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也
有助于规范政商关系、斩断灰色利益输送
链条，有助于促进公平正义，激发社会活
力，自然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老百姓对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深恶

痛绝，对反腐败拍手称快；由此观之，只有
顺应民心，才能提升老百姓对公共部门的
社会认同。 只有真正地“顺民意、解民忧、
惠民生”， 才能拉近公共部门与群众的距
离感和隔阂感。 只有提供制度护佑和人文
关怀，让民众“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
生活得更好”， 公共部门才能赢得良性的
社会评价，提高自身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
位。

在公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当下，公
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
关乎民心。 不论是加强保障房建设，还是
减少“奇葩证明”，抑或促进教育公平，一
个旨在 “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 ”、
“让民众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需要
尊重和回应老百姓正当的利益诉求，“想

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实现公共产品和
公共服务的优化配置，更加便民、利民。

让民生福祉得到切实的增进和改善，
让老百姓“生活上多一些保障，心灵上多
一些温暖”，离不开发展观念的转变、价值
排序的更新和人文关怀的提振。 公共部门
只有增强“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
我有关”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关注民生疾
苦，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才能赢得“民心”。

汉代政论家王充曾说 ，“知屋漏者在
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老百姓的日常生
活有哪些困难，城市规划应该考虑哪些因
素，社会治理存在哪些短板，只有先接好
地气，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充分吸收民众
意见， 才能不断增强公共政策的社会基
础，让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更有“准头”。

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来化解房地产
库存，会否将农民工套牢？ 日前中国社会
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
英表示，“套牢肯定不会。 如果房价高，农
民工自然不会去购买。 当务之急是如何让
农民工买得起房，真正起到化解房地产库
存的作用。 ”

不少人认为，目前房价太高 ，农民工
有限的收入买不起房。 还有人认为，在目
前市场走向不清晰的情况下，“让农民购
房来消化库存是缘木求鱼，是要将农民套
牢”。 归根到底是农民工购房不现实、不可
能。

确实， 农民工购房存在着不小的压
力。 有专家以河南许昌为例，农民工月平
均收入为 2864 元， 而当地 2015 年 11 月
新房均价为每平方米 4704 元， 一套 100
平方米住宅总价为 47.4 万元，按照 25%的
首付比例计算，首付金额为 11.76 万元。由
此专家得出答案，“如果农民工一个月工
资达到 5000 块钱， 到三四线城市买房就
没有问题。 ”

“农民工到三四线城市买房， 月工资
得达 5 千元”，这样的收入目标，对很多农
民工来说还很遥远。 而现实压力，可能还
要更大。 专家举例的是中西部三四线城
市，而东部很多城市，房价得翻几个跟斗，
很多县城房价都得翻倍。 或许东部农民工
收入相对高一些，可又能高多少？ 这意味

着按照目前的房价和收入比，很多农民工
简直没有购房的希望。

农民工购房不是没有可能，只是很多
农民工“有想法没办法”。 现在最关键的，
就是拉近房价和收入的距离，让农民工够
得上、有希望。 就目前来看，房价不降不
行，微降也不行。 比如说，房价从每平方米
万元的高价降下 500 元， 所起效果有限。
只有降到一定的比例，可以让农民工跳一
跳能够着，而不能怎么努力都够不上。 有

专家认为，有些城市的房价应该下降 30%
左右。 没有房价真降，哪能库存真去？

从现实分析，农民工购房动力要比压
力大。 解决“三个一亿人”的住房问题———
已经进城的一亿人， 棚户区改造的一亿
人，还有新进城的一亿人，对于去库存，乃
至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都是一个绝佳的
机会。 农民工是有强大购房愿望的，关键
就看市场作出怎样的响应，政策作出怎样
的呼应。

“2016 年要涨工资”的消息，显然有喜
大普奔的传播效果。 在多个门户网站，该
消息都被放到了重要位置。 可是，细细看
此新闻之后，又会发现其内容也有许多揶
揄调侃之意。 比如，因为 2016 年是猴年，6
月是马月，等于要涨工资的“猴年马月 ”，
感觉自然是棒棒哒！

不过 ， 对于许多行业的从业人员来
讲，恐怕根本不会有兴趣讨论涨不涨工资
的问题。 他们现在要讨论的是，能不能下
岗，会不会被分流？ 当“下岗”这个历史性
词汇重新在“新常态”的大背景中被搬出，
会不会再次引发二十几年前的痛感？ 当下
的人力资源管理、薪酬机制以及失业保险
机制和社会救济制度，能否缓解经济结构

性转型带来的阵痛？ ……
正如“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火焰 ”，许

多人期待 2016 年工资上涨，许多人却只是
期待 2016 年能够工作稳定，饭碗不丢。 因
此，首先要厘清的问题其实是，全体国人
从来都不存在“集体涨工资”的概念。 企业
有大有小，有好有坏，有私营亦有国有；行
业有夕阳朝阳之分；工种有生产与技术研
发之分；地方也分南北东西，忽然之间提
出一个在哪一年要涨工资的宏大命题来，
只能自欺欺人。

市场经济体制中，工资和收入分配要遵
循起码的市场规律； 人才的流动和转型，也
要遵循市场规律。 如果说有的企业，只是在
“新常态”之中疲于奔命，转型转不动，创新

创不动， 指望老板给员工们发工资都难，又
如何实现涨工资 8%的预期？ 尤其是在中央
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当下，许多落后产能
领域的企业， 势必会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一
些亏损非常严重的行业，也显然不存在涨工
资的问题，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或许仅仅是温
饱这个最基本的诉求而已。

把每一位个体放到当下的 “新常态”
中，“2016 年集体涨工资”的命题无异于一
碗只有画饼充饥 、望梅止渴作用的“心灵
鸡汤”。 在现实之中，这样的鸡汤甚至是有
毒的。 只有我们每个人都不断调整自己的
工作心态，时时准备着主动求变，而不是
坐在办公室里等着涨工资，才可能真正实
现涨工资的愿望。

【中国人婚恋调查发布 “晚婚”
成为常态】近日，北京大学社会调查
研究中心联合百合网婚恋研究院发
布《2015 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
结果显示，“晚婚”成普遍现象，受访
者的初婚年龄集中在 22-28 岁，男性
晚婚（25 岁及以后）人群占 63.29%，女
性晚婚（23 岁及以后）人群占 83.07%。

第五师九十团司法所：婚恋观发
生的改变，恐婚族会变得越来越多了。

CrooKed_toxic：95 年 18 岁 初
恋，不好意思拖后腿了。

随心一览：只感觉自己跟不上时
代啦。

【全世界今年都要涨工资？ 经济
学家 ：不现实 】央视 11 日报道称，研
究报告显示，2016 年全世界要涨工
资，涨幅将是 3 年来最高。其中，中
国员工的工资将平均增长 8%，增幅
位列全球第一。有经济学家表示，各
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差异很大，不同
单位、公司都给员工涨工资不现实。
你怎么看？

广州刘小钢： 涨工资不仅是提高
职工的生活水平， 同时也是对社会经
济发展的推动。 要拉动内需， 首先是
职工有钱可用，同时是有钱敢用。有钱
敢用要看职工的社保保障情况， 有钱
可用就要看职工的工资是否有所增
长。 给职工涨工资可以形成一个发展
的良性循环。

流浪小 2 毛 _Zhang： 大幅度降
工资的怎么活。

取个好名字真 TM 不容易： 原谅
我工资没涨，福利取消了。

【找工作，博士“比不过”本科？ 单
身“拼不过”有娃的？ 】正值求职季，近
日在多个招聘会上发现：博士“比不
过”本科、“海归”不敌“土著”、单身拼
不过“有娃的”，一些传统就业观念优
势面临挑战。有人认为：用人单位更
务实，不再凭单一标签论英雄。还给不
给单身汪活路？

战忽局长张召忠： 出国镀金的不
好使了。

博浪韬添： 现在人都不喜欢 “镀
金”的货了。 要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料！
这就是文化自信！

咘珈：本就是有能者居之，为何不
正常了。在需求才有市场的，后来变成
创造市场需求。

【国务院发布医保制度意见：适当
提高个人缴费比重】近日，国务院发布
《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的意见》提出，逐步建立个人缴费标
准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衔接
的机制。合理划分政府与个人的筹资
责任，在提高政府补助标准的同时，适
当提高个人缴费比重。

V5 坤哥 V5：啥也不用说了，又要
多交钱了……

经典魔蝎：农村医保从之前的 20
元提高到现在的 130 元。

亚莉：建议全民免费医疗。
（王白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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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务之急是让农民工买得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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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我们该如何谈论涨工资与下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