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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并轨关键在于落实

□张西流
内蒙古某县城以温泉著称，

分 管 外 宣 工 作 的 副 县 长 对 记 者
说，年底了，很多部门 要 过 来 参
观考察、检查验收。有一天，他接
待了十来批客人，大多数来的人
都要体验一下当地的温泉，他一
天陪洗了八次，整个人都快泡虚
脱了。最后一次他都没有更换衣
服，直接就在温泉池子里等客人
到来。

（ 据《 京华时报》）
每到年底，上级部门名目繁多

的参观考察、检查验收，让地方应
接不暇；于是，做好接待工作，成了
地方年终压倒一切工作的“ 第一
要务”。特别是，每项检查都很重
要，都要求相关领导亲自接待，否
则，全年的工作做得再好，也会大
打折扣，排名也相对靠后。

而且，陪吃陪玩也是检查和
接待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工作做
得好不好，关键看检查人员的酒
喝得好不好，玩得开不开心。问题
是，地方领导疲于应付，心里虽叫
苦不迭，不胜其烦，但表面上还是
笑脸相迎、乐此不疲。可见，这位
副县长称被接待累得快“ 虚脱”
了，与其说是在叫苦，不如说是在
撒娇。

公务接待出项目、出效益、出
政绩、出仕途，是不争的事实。以至
于，一些地方公然喊出了“ 接待就
是生产力”的口号。一些地方沉醉
于公务接待，痴迷于公款消费，其
初衷并非是官员贪吃贪玩，同自己
的身体健康过不去，而是通过公务
接待和公款消费，去进行人脉攻关
和感情投资，甚至是进行利益交换
和权力寻租，去抢占有限的公共资
源。

可见，接待并不是生产力。相
反，接待成风，从小处讲，接待出
了铺张浪费和资源内耗，接待出
了官场不正之风；从大处讲，使地
方在接待中消耗掉了有限的公共
资源，从而逐渐丧失了创造和创
新的动力。因此，在接待中“ 虚
脱”的不止官员，还有地方政府
的行政效能和社会形象。

最近，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
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再次提出厉行勤俭节约，要求基
层调研轻车简从，不铺地毯、不
安排迎送宴请。但到年终岁末，
一些地方仍在为接待耗费精力，
铺张浪费，显然与中央精神背道
而驰，属于顶风违纪。

因此，沉湎于接待中的一些地
方官员，应幡然醒悟，及时进行反
思和纠偏，而不是一边为接待“ 虚
脱”，一边又向公众撒娇。

□黄春景
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日前表示，

无论是养老还是医疗，很多事业单位
包括机关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正在
稳步推进，随着社保标准的提高和改
革的不断推进，“ 双轨制” 终将合并
统一。同时，将建立完善基本养老金
正常调整机制。 （ 本报昨日A02）

消息一出，不少网友为此举叫
好。但也有网友指出，养老金并轨喊
了这么多年，关键还是看落实，不能
纸上谈兵。的确，养老金并轨越来越

多地受到了公众关注，改革的呼声越
来越强烈。此次人社部提出的养老金
双轨制将合并统一，为我们清晰地描
绘了愿景。但是，养老金并轨显然不
是简单地停留在纸面上，它需要的是
庖丁解牛般深入骨骼般的纵深改革，
否则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众所周知，在中国未富先老的格
局下，养老保险制度所要供养的“ 老
人”越来越多，缴纳的费率已经接近
收入的30%。经过七年的上调退休金，
目前企业退休人员的总体待遇水平才

达到每月1370元，占退休前工资收入
的比率只在40%左右。相比之下，工作
30年以上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
金往往能达到退休前工资的90%。退
休后可继续享受在职时的补贴待遇，
企业退休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
员的待遇差距日益加大。由是观之，养
老金“ 双轨制”本身，显然与社会公平
发展背道而驰，亟须尽快并轨。

其实，早在2010年的“ 两会”上，
关于养老金并轨就成为网络民调十
大热点问题之首，也引发了很多政协

委员和人大代表的关注。许多人都期
待在这次“ 两会”后，养老金并轨能
够落定。可是，时至今日养老金并轨
的改革还是仅停留在纸面上。让人欣
喜的是，今年8月份，深圳启动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这意味着饱受
诟病的养老金并轨开始在深圳破冰。
深圳的这一举措，虽说推向全国尚需
时日，但将为养老金并轨迈出了重要
的一步。日前，人社部又提出了加快
改革的步伐，由此看来，落实养老金
并轨指日可待。

毋庸讳言，养老金并轨是解决养
老金问题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渠道之
一。解决养老金并轨，问题还是那些
问题，困难还是那些困难，我们应该
踏踏实实解决问题，而不能再停留在
纸面上，不要“ 走过场”。可能因为各
种因素的相互制约，改制步伐不可能
很快，但“ 不怕慢，就怕站”。必须看
到，今年是养老金并轨的最佳时机，
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我们早开
始一天、多努力一天，就会离养老金
并轨更近一步。

无论是网络发展速度还是规模，
我国已居世界领先地位。互联网便利了
人们的沟通，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方式，但由于法律和监管的缺失，网络
也给人们带来尴尬，甚至造成伤害。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网络公民个
人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从媒体披露
的一些典型案例看，批量买卖和泄露
公民个人信息，已成为电信诈骗、网
络诈骗以及滋扰型“ 软暴力”等新型
犯罪的根源，由于信息泄露还造成一
些团伙与绑架、敲诈勒索、暴力追债
等黑恶犯罪合流，严重威胁到社会稳
定。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强烈要
求加大治理和打击的力度。

在信息时代，网络信息安全与
否，不仅涉及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更
是事关法律尊严、社会稳定的大事。
依法保障公众网络权益，打击网络违
法犯罪行为，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
需要立法、执法、监管等各个环节形
成合力。既需要有完备的相关法律法
规，做到有法可依，也需要执法部门
做到执法必严，还需要所有与互联网
相关行业的自律。同时，要在全社会
普及个人信息安全的观念，切实提高
全民的信息安全意识。

据《 经济日报》

无意中打开一个网页，竟然被
引向色情网站；电脑受到黑客攻
击，个人照片被随意曝光；莫名遭
到网友的“ 人肉”搜索，生活受到
严重干扰⋯⋯这样的事情几乎每
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

目前，我国互联网发展正面临
严峻的形势。一方面，虽然涉及互
联网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很多，在
金融、医疗等重要行业也有部分针
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但立
法等级都不高，相关规定的条款过
于分散交叉，针对性和操作性不
强，网络违法犯罪分子轻易地逍遥

法外。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违法
犯罪分子盯上了互联网。今天的互
联网早已不是虚拟空间，它与现实
世界的联系非常紧密。随着互联网
的普及，我国经济社会对互联网的
依赖度也不断提高，包括电信网、
金融网、电子商务网、卫生网等在
内的网络已经成为国家关键基础
设施，其全局性和战略性地位日益
突出。相对于传统安全问题，互联
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信息安全
问题隐蔽性更强、已有的法律法规
更容易“ 过时”。法制建设滞后与
互联网高速发展已成为一对突出

矛盾。在此背景下，围绕着维护网
络安全、防治网络犯罪、规范网络
秩序等方面的高等级立法工作亟
待加速推进。

社会的有序运行需要道德与
法律的共同作用。互联网的有序运
行同样如此，需要网络道德与网络
法制建设的齐头并进。我们在提倡
网络道德的同时，必须尽快补上法
制建设这一课，有针对性地制定法
律法规，可以为互联网的依法管理
提供有力的“ 武器”，打击网络违法
犯罪活动，从而最大程度地消除网
络的负面影响。 据《 光明日报》

网络热点，每天层出不穷。有
感人的正能量：环卫工人扫雪后为
老伴暖手。也有扰人的负效应：

“ 末日谣言”持续传播，造成不小
恐慌。

这就是互联网的常态。在正
面、积极、健康的信息洪流中，也有
谣言、欺诈、诽谤等等混杂其间,对
其听之任之，势必威胁公众安全,
损害老百姓利益,带来严重的社会
危害。

网络是公共空间，养成公序良
俗，需要网民共同努力。然而在
5.38亿网民、10亿多手机用户组成
的巨大网络平台上，仅靠自律显然
很难做到规范有序。网络不仅需要

“ 自我净化”，也需要他律机制，厘
定行为边界,依法加以监管。管住
不负责任的谣言，管住个人信息的
泄露，防止和打击从色情到诈骗的
数字化犯罪，是很有必要的。

美国1977年就为计算机系统

立法，日本实行网络间接实名制，
德 国 屏 蔽 不 合 法 网 页 内 容 ⋯⋯
互联网要向前发展，法律必须如
影 随 形 地 跟 进 。 多 一 些 独 立 思
考、理性判断，少一点冲动偏激、
轻信盲从 ，是 网 民 的 责 任 ；而 在
提供良好服务中依法监管，则是
政府的责任。社会各方面共同努
力，我们的网络才能更文明、更
健康、更安全。

据《 人民日报》

》一吐为快

在接待中“ 虚脱”
的何止官员？

》聚焦网络监管

网络需要依法运行

互联网管理亟须高等级立法 公共网络权益
亟须法律保护

“ 世界末日”又成炒作焦点，尽管中
外专家不断辟谣，这个荒诞不经的预言
还是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
了真实而严重的后果。谁在推动炒作“ 末
日谣言”，谁在这场“ 谣言游戏”中受伤
害，面对“ 末日”我们该反思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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