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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应聘环卫工，完全可以理解

□尔冬

【新闻背景】记者走访我
市不少小区发现，小区内商业
广告无处不在，但多数业主不
知广告收入去向。有物业公
司表示，广告收益多用于补贴
物业管理。（见本报昨日A13
版报道）

生活在城市居民小区尤
其是新建小区里，这些商业广
告大家都见过：大楼墙体上、
楼顶上有广告，绿地上有广告，
灯杆、挡车杆上有广告，电梯里
有广告……其内容从汽车、保
健品到房地产、旅游，种类越
来越多，形式越来越花哨。

笔者日前去住在新区的
朋友家串门，刚走进楼道，声
响大作，吓人一跳——电梯
门口的液晶显示屏广告似乎
是声控的，一有人来就开始
播放广告片。朋友对此哈哈

一笑：“还怪高级，也不知道是
谁装的……”

天天见，很少想，不少人
对自家小区内的广告都持这
种态度，就像接受采访的业主
所言：“没想过这个问题。”“不
知道广告费谁收。”

不管这钱谁收，道理是明
摆着的：利用小区公共地方进
行经营获得的收益，理应归全
体业主所有。

不可否认的是，许多物业
公司难以靠物业费赚钱，甚至
面临物业费缴费率较低的问
题。而据统计，缴费率达到
80%才能使物业公司得以维
持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

再者，物业服务种类渐
多、服务档次渐高是趋势，物
业又难以轻易提高收费标准，
就像报道中提到某小区百余
部电梯需要养护维护，业主却
不愿出这个钱。

但是，物业与业主集体协
商，确定利益分成办法应当是
能做到的。最起码，物业也应
公布收益明细，让业主心中明
白。就好比一个拿着主人钥
匙的管家，利用主人家的地方
做生意赚了钱却独吞，怎么说
也不合适。

权益，常常具有这样一种
性质：它属于你，但你若不关
心、不声张，它就会变得越来
越模糊，不声不响地伏在潜规
则之下。

业主积极维护自己在小
区广告收益中应有的权利，意
义并不小：

其一，算细账的话，恐怕
不少小区的广告收入相当可
观，业主维权是在为自己“理
财”；其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是一种很好的民主训练，可以
促使业主委员会成立乃至充
分发挥作用。

自己的利益
自己就得争取

□陈小二/文 朱慧卿/图

【新闻背景】日前，哈尔
滨市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事业单位编制环卫系统员工
报名工作顺利结束。457个
招聘岗位引来11539个报名
者，在最终报名缴费成功的
7186人中，29名硕士研究生
学历的报名者引人注目。（10
月23日《黑龙江日报》）

我们当然理解这29名硕
士的选择，就业形势如此严
峻，城市生活成本又高，一个
刚毕业的硕士，倘若考不上公
务员，进不了事业单位、国企，
在许多效益不好的民企工作，
可能连生存都成问题。

报考环卫工人，虽然工作
辛苦、工作单一，但起码可以
旱涝保收。

就以此次哈尔滨公开招
聘的环卫工岗位为例，不但

是事业编制——工资及社会
保险等均按现行事业单位
工勤岗位标准执行，对在本
岗位工作连续三年年度考
核优秀的新进人员，符合条
件的优先转为本单位管理
或专业技术岗位，而且对新
进外地人员可落为哈尔滨市

城区户口。
单是事业编制与解决户

口两样，就足以吸引诸多出身
农家的硕士的心。对那些既
无门路，专业又过偏、过冷的
硕士们来说，在企业和事业编
制之间，他们选择环卫工完全
可以理解。

陕西近日出台楼市调控新政，
要求商品房利润须控制在 10%左
右。这种作秀式的、折腾式的、笑话
式的调控政策能够出台，充分展示
了中国市场经济真正所处的阶段。
如果一个企业管理有方，开发的房
子极具品质和价格竞争力，各方面
成本控制远高于一般企业，请问：你
有什么理由不许企业的利润率超过
10%？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和奖懒罚优
的思维在某些人的心里根深蒂固。

——马光远（学者）

月薪多少不恐慌？得综合考虑
资产水平和生活愿望，农民工挣
3000元不恐慌，因为他回家能过小
康生活了；外地大学生月薪过万也
买不起房，能不恐慌么？

——“润润快run”（职员）

出国定居的人都说国外的生活
简单，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会变得
比较单纯。事实的确这样，但还有
另外一个被忽略的事实：大多数人
移民后在当地边缘化，社交和工作范
围萎缩，当然就觉得简单了，在主流
的商界政界，照样是刀光剑影。其实
在国内，普通劳动者的人际关系也非

常简单。不信你问一个泥瓦匠。
——刘戈（财经评论员）

一天晚上，从睡梦中饿醒，我只
能喝着凉水，在沙发上一坐，就饿哭
了，觉得受了很大的委屈，但就是不
能停下来。自从减肥成功后，觉得
什么事情都没有那么困难了。

——22岁的河北小伙刘皓用
了5个月从260斤瘦到160斤

晚上躺床上，如果不用手机看微
博，根本睡不着。每当熄灯，宿舍里
就会有“四个刺眼的亮点”晃来晃
去。躺上床就会不自觉地拿起手机。

——据《工人日报》报道，中国
传媒大学新闻专业的研究生刘芳觉
得自己患了“手机依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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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师暴打孩子，背后是什么
□忻尚龙

【新闻背景】近日，太原
市蓝天蒙台梭利幼儿园的一
名教师在批改作业时，在短短
十几分钟的时间里扇一名女
童数十耳光。被打女童今年5
岁，原因是不会算术题“十加
一”，该教师目前已被拘留。
（见本报今日B04版报道）

体罚解决不了问题，只能
减损教师的权威，加剧师生矛
盾，更是一种失德甚至违法的
行为。被体罚的学生，也可能
因此出现心理问题。

要避免类似事件发生，恐
怕仅对教师群体进行普法宣
传、弘扬师德教育是不够的。

目前，教师已成为心理压

力较大的职业之一。
统计 数 据 显 示 ：30% 至

40%的教师经常处于情绪波
动之中，15%的人有心理问
题——心理失衡，一旦学生犯
下错误，个别教师就容易有冲
动之举，轻则辱骂，重则体罚。

也有一些教师，由于各种
客观因素或限制，被动地选择
了教师这一职业，并未对教育
事业和学生产生发自内心的
热爱，长久下去必定难以负担
起教师的职责。

遇到学生犯错，他们可能
会视体罚为“速效手段”，认为
这样能起到震慑作用，让学生
乖乖听话。

当然，也不排除还有一些
教师思想观念陈旧，抱残守

缺，认为“戒尺教育”管用。
因此，对教师进行心理疏

导，并定期进行心理测评就显
得十分必要。这样，有助于及
早发现问题，尽早解决问题。

太原这家幼儿园之所以
发生这件事，首先与监管不力
有关。

据当地政府说，这家幼儿
园是无证黑幼儿园，有关部门
曾六次对其下发停办通知，但
由于没有强制权，没能管住。
其实大家都明白，没有强制权
只是推责的借口。

同时，在“十几分钟数十
耳光”的背后，还有对教师资
质监管考核的问题，教育机构
对教学成果评价标准的问题
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思索。

□本报特约评论员 朱昌俊

【新闻背景】今年以来，浙江财
政收入增幅明显放缓，一些地方为
完成税收任务过分地向民间收取税
费。杭州杭派女装商会秘书长孟平
称，由于今年杭州财政收入数字比
较差，其所在区将压力分摊到企业
头上，比如今年税收增幅不够，为了
数字上好看，就把明年的部分税收
拿过来“预支”。（10月23日《潇湘
晨报》）

经济增长放缓给地方财政增收
带来的压力，近几个月来，已不是第
一次成为公共议题。

此前有消息称，全国有近四成
的地方政府在时间过半的时候未完
成相应的财政收入任务。这说明，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地方政府的“稳
增长”压力是现实的。

“稳增长”压力下，中央相关部
委早已释放了结构性减税的调控信
号，其目的是为了在整体经济形势
趋紧的情况下，给企业营造良好的
增长空间和环境。

“预支”税收则是反其道而行
之，表面上可能满足了暂时性的财
政增收需要，而从长远计，却是在透
支地方经济的未来。这一点，地方
政府应该也心知肚明。

问题出在哪儿？相关部委负责
人在多个场合呼吁各地加大结构性
减税力度，并强调严禁征收“过头
税”，这说明相关预见性并不是没
有。但在实际情况中，无论是结构
性减税成效不明显，还是一些地方

出现的“预支”情况，都说明这些政
策已经在实际执行中发生了偏差。

综合而言，不难找出其中的共
性根源——上述一系列应对“稳增
长”措施，都仍建立在原有的财税分
配体制之上，顶层设计并未跟上。

不可否认，财政增长放缓与结
构性减税，实际上存在着现实的矛
盾。虽然减税措施中包含了挖掘企
业潜力以及政府缩减开支的政策诉
求，但毕竟总量上是减少的。

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热情
自然不高。特别是在现有的财税预
算体制中，下一年的财政预算以上一
年的财政收入为基数，财政增收有固
定的考核指标，财政减收对于地方财
力和官员个人的影响都是长远的，出
现习惯性“预支”也就在所难免。

在整体经济形势并无明显好转
的情况下，如何应对这种现实，不能
再仅靠相关部委的口头“警告”了。
涉及一些关键环节的财税体制改革
应相应跟进，如预算评估标准，财政
收入的考核方式，中央财政的转移支
付力度和分税制改革，这些都出现了
现实的机遇窗口，不能再被拖延。

“过头税”现象卷土重来，就有必
要反思其发生的根源——是权力约
束不够，还是目前的财税分配体制存
在问题，都需要作出及时的研判。

另外，除了一些地方拖延结构
性减税和征收“过头税”，一些见效
慢的民生项目的投资是否受影响以
及是否存在靠大项目突击增收的冒
进行为，都要建立跟踪机制予以排
查，防范“稳增长”跑偏。

防范“过头税”应从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