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讲些“穷人经济学”
给农民工相应话语权

习总“看到真贫就值了”的启示

“房妹事件”更像一场悬疑剧

评论
12月30日早，

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河北阜平县骆

驼湾村，走访看望

困难群众。习近

平总书记开会时

对当地干部说：到

这里就是要了解

我国的真实贫困

状态，如能看到真

贫，从北京 3 个半

小时的路程就值

了！（今日本报14

版）

近日，有微博

爆料郑州市二七

区原房管局局长

翟振峰的女儿有

11 套经适房，被网

友 戏 称 为“ 房

妹”。（12月 30日

《京华时报》）

时评

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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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道

“房妹事件”可谓是一波三折，堪称为一部悬疑

大戏，令人大开眼界，欲罢不能。而随着剧情的推

进，公众发现“房妹”身上迷雾重重，愈发看不透真

相。“房妹”不仅房子多多，连户口都有两个，此前的

所谓澄清也被一一证伪。真不知道后继还有什么桥

段？何时才能终结？

父亲是房管局局长，母亲则是地产商，要说没有

权力勾兑，恐怕只能哄哄小孩子。查清“房妹事件”

的真相并不难，只要相关司法机构介入调查，核查

“房妹”父母有无依赖权力染指房产投资，有无违法

操作两个户口。事实上，在之前房管局的回应中，就

间接证实翟振峰因家人开公司而违纪，但却没有做

细致调查，仅对其作出免职处分。这是否也有失察

之嫌，或袒护之意？对此，相关部门需要追根溯源，

查清“房妹事件”的前因后果，查清其父母的问题，给

公众一个交代，还社会一个公平。

江德斌

总书记冒着-10℃的严寒，顶风踏雪前往太行山

农村看望困难群众，和基层干部群众共商加快脱贫致

富之策，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加快农村发展、缩小贫富

差距的民生关切。针对此行，习总书记说，“如能看到

真贫”就值了，平实的话语间包含了多重启示。

启示一：“看真贫”背后的务实作风。日前，中共

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

规定，赢得了舆论一片叫好之声。随后，习总书记视

察深圳时率先垂范，不封路、无迎送，轻车简从，为各

级党政领导作出了表率。此次太行山之行，除了延续

此前视察深圳的务实作风外，总书记的意在“看真

贫”，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领导干部下基层，要杜绝

形式主义。要把下基层作为了解问题、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的途径，而非走走过场、应付上级、做官样文章

的自我表演。

启示二：看“真贫”难，说明“假贫”多。“假贫”之

所以多，主要还是因为利益休戚相关，通常有两种情

况：一类是为了争要国家扶贫款项，一些地方政府舍

不得摘头上“贫困”的帽子，甚至不惜走路子、跑关系

来维持现状，却不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谋发展上；另一

类，则是一些地方干部担心影响政绩，每逢上级领导

视察，预先安排好视察路线和所谓的“贫困家庭”，掩

盖“真贫”，欺瞒上官。总书记要看“真贫”，既是对

“假贫”的一种敲打，也是希望掌握更真实的基层情

况，为将来关系民生的重大决策作参考。

启示三：值与不值，体现了执政行为的价值之辩。

在一个人口多达13亿的国家，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执

政党的总书记，堪称全国最忙碌的人。花3个半小时

的车程，从北京赶往河北农村，是为了“了解我国的真

实贫困状态”，如果看到的不是“真贫”，而是下级为了

敷衍上级的“预先安排”，当然是不值的。放眼全国，这

种“不值得做的事”，某些地方领导恐怕并没有少做。

有鉴于此，各级党政领导更应领会习总书记话中的深

刻意味，树立正确的执政价值观。

叶孤城

公开性是当代政治特点。但我并不赞成马上公

开官员财产。那是扬汤止沸，而非釜底抽薪。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将把研究论证建立

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列入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工

作计划，对此，学者吴稼祥表达了上述观点。

其实大量的问题是可以剥离出来的，但是在微

博上、互联网上，所有的都混淆起来一股脑地扣在一

些人脑袋上，这不公平。

著名音乐制作人高晓松就前段时间其移民言

论引发非议一事，表达了以上观点。

“你穿得这么脏，就不应该坐公交车，应

该自己走路回家！”12月28日，重庆825路公

交车上，一名老太呵斥身旁风尘仆仆的农民

工，指责其影响市容。当时车上的其他乘客

无不对这名老太的话感到愤怒，“真正影响

市容的是这名老太！”（12月30日《重庆商

报》）

多年来，公交车可谓一直在坚守“穷人

经济学”，在我们盘点哪些东西二十年没有

涨价时，公交车车票总能名列其中，的确一

元、两元的车票是每个人都能承受得起的。

在如此一个为社会大众着想的公共空间里，

时髦老太的一番充满优越感的刻薄之语自

然引来非议。

不过众人的非议依旧不能改变农民工

遇事躲闪的态度。为什么呢？笔者以为，没

有给农民工群体相应的话语权是根本原因。

即便是车上的其他乘客无不对这名老

太的话感到愤怒，农民工能做的基本也只是

沉默，虽然这种沉默有可能赢得道义上的同

情，但却使民工群体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坐

实。这无疑给部分人展现了优越感的契机，

使一些人展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

推而广之地讲，农民工、下岗工人、城

镇拿低保者等方面的“穷人”，在相关方面，

“席位”实在少得可怜。并且在很多地方“穷

人经济学”没人管没人问没人待见，对“弱势

群体的同情心”不能时时刻刻来抚慰“穷人”

们脆弱的自尊心，这是一种值得深思的社会

现象。

钱兆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