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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纠错】
6 月 16 日 A23 版

《一个皇帝 三个帮手》
（记者：张宾）一文，前
言第 2 行提到的“詹姆
斯全场砍下 38 分”中，

“38分”应为“32分”，第
3、4 行“下周三，总决赛
第 三 场 移 师 迈 阿 密 ”
中，“下周三”应为“下
周一”。
【文字更正】

6 月 17 日 A06 版
《信息遗漏将被问责》
（校对：范锦春 编辑：
田乾峰）一节，第 2栏倒
数第 1行中“严惩不怠”
应为“严惩不贷”。

■ 社论

G20峰会：合作才能搬走“经济路障”
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惟有妥协方能权衡出一个“救治”药方。但愿这次，欧美发达

国家会认真听取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并且主动地向发展中国家取经。

二十国集团（G20）峰会
今日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
召开，重点讨论世界经济形
势、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发展、
贸易和就业等问题。

西方国家的对骂和互
掐，或许仍是G20峰会的主旋
律之一。围绕如何走出欧债
危机，欧美之间恐怕顾不上体
面，要直接交火了。美国的经
济景观比预想的要稍好一些，
但从奥巴马请求选民“再给点
时间”来摆脱低增长、高失业
率的无奈姿态看，他会要求欧
盟“必须”做这做那。

但是，悬崖上的欧元区
国家，已经顾不上理美国的茬
儿，转而内部“拳脚相向”。曾

经强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尤
其显得孤独。当欧元区国家
都要来揩德国的油水，要向
女 总 理 献 殷 勤“ 拉 赞 助 ”
时，她会悻悻然地说，“德
国无力解决所有问题”，除
了紧缩银根，没有什么神奇
的药方。法国新总统反对
默克尔的主张，但要他提出
一套解决方案，也是一筹莫
展。捉襟见肘的欧洲国家
首脑，嘴里的决心不断，心
里则担忧自己的位子还能
否坐得稳。别说“促增长”，
能够“保稳定”就很不错。

但是，“促增长”仍然是世
界经济走出低迷的出路所
在。美国会一如既往地要求

贸易顺差国家，承担更多的责
任，发挥主导作用，在提高本
国货币币值的同时，进一步向
贸易逆差国家开放市场。而
贸易顺差国家则会批评贸易
保护主义，批评发达国家在高
科技产品出口上设限，买不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

“促增长”的最终希望，
还 是 要 落 到“ 金 砖 国 家 ”
上。欧美国家尽管依旧高
昂着头，但腰板是挺不起来
的。他们会乞求“金砖国
家”，千万别调低增长率，能
把世界经济拉动一点，以共
度时艰。“金砖”一旦经济
疲软，欧美国家的经济就会
进入“急症室”。但同样，新

兴经济体大多处在产业结
构调整中，高通胀压力仍在，
将在为世界经济效力和为本
国社会稳定之间权衡再三。

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
体国家之间，惟有妥协方能
权衡出一个“救治”药方，搬
走 世 界 经 济 增 长 的“ 路
障”。比如，增加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
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
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落实
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0
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

一次峰会，搬不掉阻碍
世界经济增长路上的所有障
碍。欧债危机还将延续，发达

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会苟
延残喘。但无论是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体现
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伙伴精
神，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领域重
大和紧迫问题，相互支持、相
互补充，实现共同发展。

墨西哥峰会的亮点，或
在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表现
和主张。但愿这次，欧美发达
国家会认真听取发展中国家
的意见，并且主动地向发展中
国家取经。中国等新兴经济
体目前承担的责任与话语权
还不相配，要想让新兴经济
体对世界经济承担更多责
任，理应给他们更多话语权。

相关报道见A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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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租赁
不必要看户口

据报道，近日北京市首
批试点的 2000 辆公共自行
车投入使用，但试运营阶段
办卡者需持有北京市二代
居民身份证。

公共自行车在运营初
期，由于车辆数量等原因，
设置一定门槛可以理解，但
将门槛定为拥有本地户籍，
实在让人费解。或许本地
户籍居民居住地固定，身份
证件齐全，办手续方便，不
用担心将自行车带走。可
是，外地在京人员也有身份
证，很多人还有暂住证、居
住证和工作证件，何况办卡
是要交 200 元押金的，把车
租给他们会出什么问题呢？

公租自行车可以说是

公共服务产品，且租车不超
一小时是免费的，也即对租
车者有福利性质。外地在京
人员也工作、纳税，目前却不
能同样享受到这不高的福
利，他们经过自行车租赁点
时，心中会是什么滋味？

几 年 前 ，北 京 实 行 公
交、地铁优惠票价，就没设
置任何户籍门槛。自行车租
赁为何设置户口门槛，何时
结束试运营对外来人口开
放，需要有关部门尽快回应。

□李清（网络从业者）

“暖心计划”
值得各地“复制”

据《新京报》报道，日前,
北京市计生部门启动了“暖
心计划”，由政府出资，连续
三年为全市独生子女死亡

家庭的父母，购买养老和医
疗保险，以保证他们“老有
所养，病有所医”。

老龄化社会扑面而来，
在我们都在纠结一个独生
子女如何养老时，那些“失
独”家庭，有谁能真实触摸
到他们的凄凉和伤痛？失
去独子以后，谁来为他们养
老？谁来照顾他们的晚年，
谁 来 慰 藉 他 们 破 碎 的 心
灵？当然，只有政府——国
家的人文关怀，理应普照每
一个“失独”的家庭！北京
的“暖心计划”应该在各地
大力复制。

其实，“暖心计划”还
可 以 更 加 坚 实 、更 加 温
暖。“失独”家庭需要解决
的，不光是物质生活的困
难，还有精神生活的孤寂、
绝 望 。 近 日 也 有 媒 体 报
道，“失独”者希望建立属

于 他 们 这 个 群 体 的 养 老
院，一起抱团取暖。但这
样的呼吁，却见不到有关
部门的积极回应。在国家
经 济 实 力 不 断 提 高 的 今
天，对于这些“失独”老人，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

□吴杭民（媒体人）

“循环教材”要
真正“循环”起来

据报道，近日国家发改
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
发布通知称，考虑到循环使
用教材特殊性以及印制、装
订要求相对较高，中小学循
环使用教材价格可在原有
基础上上浮20%。

教材重复使用，在很多
国家早已是惯例。政府将
教材租给学生，在学习结束

后，由学校统一收回，再租
给下一批的学生使用，而租
金只是象征性的折旧费。

我们现在大力推行教
材循环使用，有人质疑是在

“借机涨价”，其实，教材循
环使用除了“涨价”之外，确
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
如，要逐步改变学生对教材
的使用习惯，不能把教材当
成一次性消费品来对待；要
建立教材循环使用发放与
回收的责任目标机制；要规
范教材编写与发行，教材内
容的稳定性是教材得以良
性循环使用的前提。

总之，教材循环使用需
要通过机制调节好教材编
写、发行与使用各方面的利
益关系，而不能仅仅停留于
概念化的“循环教材”，否则
就真的是“借机涨价”了。

□木须虫（公务员）

■ 观察家

居住证办理需全国统一规范

据《工人日报》报道，杭
州市近日颁布《杭州市流动
人口服务管理条例》，新规
中规定，流动人口想申领

《浙江省居住证》，除要有稳
定工作、无犯罪记录等条件
外，还必须有高中以上文化
程度。新规是为流动人口
享受同城待遇提供了法律
保 障 ，还 是 一 种“ 变 相 歧
视”，人们莫衷一是。

2008 年以来，从深圳开
始，国内多个城市宣布取消
暂住证制度，全面推行居住
证。“暂改居”的改革，被认
为是城市外来人口福利待
遇的利好，有利于消除户籍
歧视，推动公民同城同权。

然而，从杭州提高居住

证办理门槛的例子来看，我
们还不能过于乐观。居住
证权利升级固然是好事，但
如果居住证办理门槛也同
时升级，那么“暂改居”的改
革反而是种倒退。举个例
子，据调查，杭州市目前外
来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为
8.6年，远未达到高中毕业需
要的11年，可以预料，“高中
以上”的居住证办理门槛，
将把一大批为这个城市流
血流汗的外来人口，排斥在
城市居民福利体系之外。

“高中以上”的学历门
槛，显然源于对外来人口根
深蒂固的歧视思维，认为低
学历就意味着低素质。但
实则不然，学历与素质没有

直接联系。一个见义勇为
的低学历保安，难道是“低
素质”吗？一个拾金不昧的
低学历清洁工，难道也是

“低素质”吗？
所谓“稳定工作”，作为

一种职业歧视，同样不合
理。工作不存在什么高低贵
贱，只要是遵守法律，自食其
力的劳动者，都应获得社会
的认可与尊重。实际上，没
有城市敢宣称，他们不需要

“工作不稳定”的劳动者，可
以想象，如果一个城市没有
了卖菜的、卖早餐的、修车擦
鞋配钥匙的……这样的城市
还怎么让人正常生活。

而“无犯罪记录”要求，
不仅涉及身份歧视，还与国

家政策方针相抵触。对于
有犯罪记录的公民，国家一
直秉持惩罚与挽救理性态
度，在他们得到了法律制裁
后，鼓励他们重新融入社
会，获得新生。一个企业歧
视有犯罪记录的公民，已该
批评，一个政府在政策文件
中公然歧视有犯罪记录的
公民，更是不应该。

当然，我们理解杭州市
的苦衷，外来人口给城市公
共服务造成压力，或许不得
已才规定居住证的办理限
制。然而，如此单方面把责
任推到外来人口身上，并不
公平，既然城市政府看到外来
人口流入城市的趋势，那为什
么不能拿出变革进取的态度，

对城市公共服务进行提升和
扩容？动辄抬高门槛，关上大
门，这其实是一种懒政。

暂住证变居住证，不仅
是一个名称的变化，而应体
现出对外来人口的理念转
变。居住证不应设置什么
门槛，变成城市对外来人口
的“准入证”，而应是从外地
人到本地人，从非市民到市
民的路径和阶梯。面对各
个地方出台的居住证办理
的“土政策”，建议国家主管
部门应引起重视，对城市
居 住 证 办 理 进 行 统 一 规
范，明确居住证的开放性
与服务性，给所有城市外
来人口一个公平的待遇。

□新京报评论员 于平

居住证不应设置不合理门槛，变成对外来人口的“准入证”。面对各个地方出台的“土政策”，建
议国家主管部门引起重视，对城市居住证办理进行统一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