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话题】每做一件好事，都可以
获得相应的积分，并存入公交公司为员
工所开的“道德银行”账户中，当积分累
积到一定数量，还能兑换相应的奖品。
今年8月份起，浦东公交金高公司推出
了这项“好事不白干”的活动，得到员工
积极响应。（11月11日《东方早报》）

老谭：呵呵，出台这么个措施，真是
动脑子了，有助于提高员工道德水准，对
社会来说是个好事。

小洛：效果是否能达到预期？我觉
得玄，弄不好会产生副作用！

老谭：用政策鼓励大家多做好事，最
坏的就是无人响应，怎么可能有副作用？

小洛：首先，这种奖励方式很不公
平。那些会写报告、伶牙俐齿、能言善辩
的人在这种奖励机制下，必然占尽优势；
那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默默无闻的人
往往会被人忽略，有的人做了好事根本
不会跟人说。毕竟，道德是一个难以量
化与考核的东西。

老谭：这倒是，我认识的很多人，做
完好事就走了，什么都没留下，回去也不
宣扬。而且我也有个疑问，万一做好事
的时候，就自己一个人在场，没人证没物
证，这时候要想证明自己做了好事，这怎
么办？

小洛：还真不好办，最多拍个照什么的。
老谭：真要这样，感觉多奇怪！
小洛：“好事不白干”，这是把道德付

出与实际收益挂钩。原来我们做好事是
人性中的道德体现，现在却带有了利益
交换的意味。如果用这种方式去鼓励大
家，会让人们变得更功利。就像有的家
长鼓励孩子好好学习，规定考试考多少
分，就奖励多少钱——太功利！

老谭：这一点我不赞同。呼吁，引
导，都不如用政策、制度去鼓励。没有人
天生道德就崇高，只要人们能去做好事，
无论是发自内心也好，另有企图也罢，我
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小洛：这样一个“表里不一”的情况，
难道就是你想要的吗？

老谭：当我孩子走丢的时候，当我钱
包被抢劫的时候，当我店铺失火的时候，
我最想的是有人能够帮我，至于他为什
么帮我重要吗？就算他是为了钱、为了
奖励才帮助我，我也依然很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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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不白干”是急功近利吗

把安全“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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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闻背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
风田称，地方政府反对户籍制度改革的
原因，是改革将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也指出，今后
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
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
此至少需要40万亿元到50万亿元的成
本。（11月12日《京华时报》）

一纸户籍在，权益万重山。尽管中
国城市化进程过半，尽管小城镇户口早
已在理论上放开多年，但户籍问题核心
症结仍未疏解。

虽然国务院明确提出了户口迁移政
策、依法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等,但国家发
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

铁在一次调研中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
有市长的反对。反对的理由很简单——
成本高。

然而，户籍改革就能因地方成本的
小算盘而耽搁吗？

一者，地方部门在打小算盘的时候，
恐怕不会忽略城市因为人口拥入而带来的
额外收益。仅今年10月，北京、上海、广州
等全国10个主要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合计超
过400亿元。如果没有数亿的进城打工者，
仅靠城市户籍人口自然增长，能催化并支
撑出如此庞大的土地财政蛋糕吗？昔日城
郊或农村如何能变成今日“新城”？

二者，户籍制度已经衍生出诸多问
题。譬如研究发现，在一个地方，没有当
地户籍的人比有当地户籍的人，对政府、
社会的信任程度更低。根据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每年多“市民
化”1000万人，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
1个百分点，而这个过程至少可以持续10
年以上。

三者，只有户改才能推动城市公共
服务均等化。无论是《关于积极稳妥推
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还是《国
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都
将户改视为推进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
会保险等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的重点，
明确提出“公共服务将与户籍逐步分离”
的目标。

户改自然会有成本，但如果因为眼
前的成本而积蓄更多的矛盾与困难，简
单的事情也会千头万绪。收入分配改
革也好，户籍改革也罢，这些“硬骨头”
不啃下来，体制改革就依然任重而道远。

户籍改革
不能因成本高而耽搁

□朱慧松

【新闻背景】近日，记者跟随市交警
支队高速大队民警在连霍高速洛阳收费
站对过往大客车进行“安全带使用整治
和宣传”活动时发现，在被检查的乘客
中，有一半乘客不系安全带，有九成乘客
不知道怎样正确系安全带。（见本报11月
9日A25版报道）

安全带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高

速行驶的汽车上，系好安全带，就为生命
上了一根保险带。媒体屡有报道，在同
一起或是性质差不多的交通事故中，系
好安全带者可能只是受了轻伤，而没有
系安全带者却伤情严重，甚至失去生命。

一些乘客之所以不愿系安全带，最主要
的理由是觉得一根带子箍在身上不太舒
服。同时也担心安全带是否卫生，当然还有
一定的侥幸心理，觉得系安全带小题大做。

是的，系安全带后有一定的束缚感，

确实让人有点不舒服，但习惯就好了。
难道舒服比安全更重要？

对科学使用安全带的问题，职能部门应
进一步加强宣传，并加大查处力度，对违规
者进行相应处罚。客车工作人员应做好安
全带的清洁、消毒工作，确保乘客用得放心。

更重要的是，乘客要为自己的生命
安全着想，把系好安全带当成“规定动
作”。希望过不了多久，乘客系安全带能
蔚然成风，都把安全“带”回家。

□钱兆成/文 美堂/图

【新闻背景】私营企业女老板许娟因
与老公离婚，致情绪消极不愿给员工发工
资。公司职员小黄在讨要工资时与其发
生争执，许娟称不需道歉，只需臭骂小黄
一顿解气后就支付全部员工的工资。（11
月12日《现代快报》）

越是平凡人物的小事，越能折射出法
治精神在现实中的缺失。

老板和员工之间订立“挨骂保证书”，
貌似遵从了契约精神，但实际上完全与法
律精神背道而驰。放着法律弃之不用，反
而让员工低头，让法律噤声，对“不看法
律，看心情”的老板们是一种放纵，解决了
表面问题，化解不了症结。

当前，我国社会诚信制度和信用体系
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不少企业在支付员
工工资方面出现违法违规现象后，并未被
列入社会诚信的“黑名单”。社会对企业的
这些行为不重视，没有给予道德和公德的
谴责，造成了企业拖欠工资现象频频发生。

笔者以为，社会诚信制度应为被欠薪
员工撑腰。应该建立工资支付的社会诚
信制度，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信用体
系。可将企业纳入当地信用体系名单中，
对经常违规的企业，将其列入“黑名单”，
并给予一定的处罚。相关部门定期向社
会公布企业的信用，使劳动者能够真实了
解企业诚信情况。如此一来，一些“不看
法律看心情”的老板们或许会及时分清公
与私的边界。

让社会诚信制度
为被欠薪员工撑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