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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档案费？
该收手了吧？

■洛浦听风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洛阳晚报#龙门e站# 洛阳晚报官方微博，最爱洛阳最懂你

城中村改造，核心应当是“人”

随着“ 分 房 大 会 ”的 召 开 ，
西工区西小屯社区的 5000 多名
居民要在新小区林立的楼房中
安家了，而这事儿只是我市城
中村、旧城和棚户区改造进程
的一个缩影。晚报的报道引发
网友热议。

不少人还记得西小屯社区原
来的样子。@不会玩圣骑士：记得
小时候，从健康西路到王城公园，
总要穿过西小屯社区，里面像赶
集一样热热闹闹的。@喊我黄三金
感慨城市发展进入快节奏：高楼
拔地起，谁还会记得过去呢？

大大小小的城中村被改造，
其居民的感受如何呢？@starlove-
leaf21：原来，乡里乡亲都住一起，
很方便，今后可不一定了。@河洛
王鹏认为拆迁安置工作是重中之
重：户口、工作、子女上学等问题
都要妥善解决，让这些新市民更
好地享受城市的福利。

一些低成本生活区的消失，
提高了外来者融入城市的“门槛”
吗？@大兔纸想要腹肌说：城中村
少了，租客们想找到便宜房子可

就难了。@猫的嫁衣对此表示赞
同：许多老旧生活区所形成的圈
子，不仅可以满足人们基本生活
需求，而且消费水平很低，这无疑
是正处奋斗阶段的“蚁族”的最佳
选择。@白小宁你好可爱补充说：
在那些不愿让孩子寄宿的家长眼
中，学校附近的老旧生活区是上
佳选择。

城市在发展，在变化，其变化
的核心始终应当是“人”。@张栩翔
表示：思维不能总围着“房子”转，
建筑好拆好建，人的生活却没那
么简单。@_千山寒_接过了话茬
儿：对某一区域改造的目的和方
向要明确，还应多增加方便周边
居民生活的基础设施。

在@农技推广员看来，城中村
改造应珍视地方特色，不能让历
史名城变得没有历史韵味。@钓
星汉建议：好好保护涧西的工业
遗产街区，那是时代的印记。@云
小谦勇往直前则表示：不能眼睛
只盯着“利”和只知道拆迁，改善
城市治安状况和居住条件也是必
要的。 （邓京跃 王斌）

龙门 站ee
【新闻背景】如果不是当公务员或

进入国企就职，不少高校毕业生找到工
作后还要操心一件事：给自己的档案安
个“家”。安“家”需要花钱，面向庞大群
体收取的这笔档案费着实是个“天文”
数字：北京每年收取的档案费超 1亿
元，广州华南人才市场每年收费也有
数亿元。据专家估算，全国每年人事
档案收费数十亿元。（8月 12日《南方
都市报》）

档案费是年费，每年缴纳一二百元
钱。你不知道为什么收费这么高，你更
不知道这些费用的去向。因为目前，全
国尚无哪个省市公开过档案费的具体使
用、支出流向。你所知道的就是全国每
年高校毕业生超过 700 万人，除了国家
机关公务员、部分退役军人、部分残疾人
和失业者，其他人都须缴纳档案费。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
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北京全市
存档机构共管理档案 170 万份，从 2013
年1月起，档案费由每年的240元下调至
120 元。即便收费下降，相关部门每年
收取的档案费仍逾亿元。全国200多个
地级市，每个地级市每年收费数百上千
万元，大城市动辄上亿元，全国每年收取
的档案费数十亿元。

正如学者所言，档案费简直就是一
个怪胎：看似为大众服务，却又难言公

益；很像买卖，却一直垄断。因为按规
定，“弃档”或“自揣档案”是违规的，因
此，“消费者”甚至没有说不的权利——
你只能存档案，还不可能议价协商。仔
细想想，这确实是个难解决的问题：本质
上说，档案托管属于公共服务，而社保部
门在行政序列里也是财政兜底的权力部
门，凭什么将公民档案托管推向市场？

退一万步说，就算要收钱，收多少钱
合适，也没个准儿。讨价还价的“空间”，
潜藏着怎样的猫儿腻？

江苏省取消了档案托管收费的规
定，既然这钱可收可不收，且不收也不
会“托管崩溃”，那么，每年数十亿元的
相关费用，难道仅仅是为了养活一班
人马？

每一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固然都
有其合理存在的原因，但随着打造服
务型政府的理念深入人心，尤其是公
共财政积累越来越丰厚，取消悖逆公
共利益和有悖民生的相关规定或收
费项目，是权力机关简政放权的诚意
之举。

眼下，档案费的收费程序与收取目
的值得商榷，同时在电子化办公早已大
行其道的当下，纸质档案仍然占据“主
流”地位，是否是档案费不肯散场之
流弊？

收取档案费？该收手了吧？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