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风谭
2015年2月6日 星期五 编辑：王路路 美编：陈惠芳

A02

头条评论

画里画外

收口

□评论员 邓海建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4日刊

文前瞻2015年正风反腐，文章指

出，中央已经布好局，各地各部

门势必加紧“落子”。留给大大小

小“老虎”、“苍蝇”的时间已经不

多了！

当年横行无忌之时，就该想

到，会有今天人人喊打之日。

微言大义

@评论员王攀：

立法允许民办学校营利，可以结束教育法

和民办教育促进法打架的问题。只是还需对公

办民办一视同仁。既然都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为

什么要区别对待呢？所以，资金和政策扶持是关

键。只有在法律上捋顺关系，在政策上同等待

遇，在社会上抛弃偏见，然后再配以完善的监

管，民办教育才可能更进一步发展。

@翟德芳(三联书店总编辑)：

《人民日报》报道，据测算，北京正规停车企

业2013年向车主收费超过10亿元，应缴纳占道

费超过3亿元，但这块财政收入只有2010年公布

的2110万元，近两年还没有公布相关数据。占道

停车位是城市公共资源，收停车费可以充盈财

政，用于建设停车场、改善城市交通，但事实上

停车费大部分没进财政。哪儿去了呢？

@岳刚(反恐专家)：

英军成立“脸谱士兵队”特别部队，进行网

络反恐战！该部1500人，又名“第77旅”，是为了

纪念英国二战期间曾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一支

特殊部队。招募士兵需拥有新闻学和社交媒体

知识，娴熟使用社交媒体，来收集情报以及留意

恐怖组织最新动态等。运用社交媒体打心理战，

社交网站被用来招兵买马。

@扭腰村民：

墨西哥政府宣布无限期推延高铁建设计

划。中国煮熟的鸭子飞了，自然不爽。不过，建高

铁这种事花钱很多，没有点预算实力不行。很多

国家政府预算本来就吃紧，加上石油价格大跌，

预算影响太大，减缩基本建设也是必然的。还

有，民主体制预算大项目不容易过关，拖延、中

途取消不奇怪。

2015年2月3日，《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在国务院法制办征求意见截止。这份内

容丰富的意见稿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明确了纳税人识别号制度的法律地位，“国家施行统一的纳税人识

别号制度”。意见稿中明确，今后，税务部门将按照国家标准为企业、公民等纳税人编制唯一且终身不

变的确认其身份的数字代码标识。

皇粮国税，自古有之。自然人有了个人税号，
等于有了一生的“经济身份证”。早在2005年，国税
总局在谈及个税改革时就曾提出，要依托个人身
份证件号码，编制纳税人识别号，按照“一户式”储
存的要求，建立完整准确的纳税人档案。

眼下，中国进入“个人税号时代”，已然箭在弦
上——— 有人说这便于征收房产税，有人说有助于减
少重复个税，还有人冀望其成为“反腐神器”……这
些说法，也有道理，但根本而言，纳税人识别号是“纳
税义务的收据”，更是“纳税人权利的凭据”。

个人税号、社保号、身份证号，如果能够“三码

合一”，它所传达的第一层逻辑关系，应该是：作为
合法公民，既然向政府纳税，就当享受政府提供的
社保权益。正因如此，从公共治理角度说，个人税
号和社保号合二为一，才成为世界通行的做法。譬
如美国公民出生后，就有一个终生不变的、与社保
号合二为一的税务代码，它成为银行开户、合同交
易和政府服务的必备信息；

眼下而言，个人税号也是一系列财税改革的基
础。一则，备受期待的个税改革，时常纠结在起征点
与综合税制之争上。在提出建立个人税号制度的同
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也在2015年的改革清单

中，提出要抓紧推进个税改革，研究提出改革方案。
二则，有了个人税号，税收法定原则才更容易

赢得公民的共识。每一个个人税号背后，呈现出的
信息勾画着一个公民的“税上人生”，它提醒纳税人
依法纳税、传递税负感受，也提醒纳税人关切自己
享有的纳税人权益：监督税收征管，关注税收流向。

“个人税号时代”越来越近，在权力谦抑背景
下，它应该不是“收钱”的号角，而是厘清权责关
系、提升治理能力的必然。个人税号串联起的个人
经济信息，首先是对个人权利的明确与重申，然后
才是破题财税改革的应然之意。

“个人税号时代”，权在先钱在后

□草根论坛

“铁骑大军”另类

回家路的爱与痛

每年临近春节，数十万名农民工在广东珠
三角地区骑摩托车，途经广西贺州、梧州、玉林
等地，返回广西、湖南、贵州和云南过年，节后又
返程回广东，来回跋涉近1000公里，风雨兼程，但
即使万般艰险，都挡不住游子回家团圆的脚步。

春运第一天，由刘德华先生演唱的《回家的
路》上线；这首即将在羊年央视春晚上表演的歌
曲，迅速引发人们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心理共振。
在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的当下，尽管不同的
社会阶层在生存生态上存在着鲜明反差，对亲
情互动的渴望、对精神家园的向往、对美好日子
的希冀却是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

与大多数人购买交通服务的出行方式不
同，“铁骑大军”选择了自力更生。路近、票难买、
票贵，成为催生农民工骑摩返乡的三大动力。在
生存理性的裹挟下，一部分农民工压抑自己的
情感诉求，少回家甚至不回家；另一部分农民工
则选择“自我救赎”，宁可自己多受苦受累，也要
坚持回家。

春节回家，成为农民工一年之中难得的宝
贵时光；走亲访友、亲子互动、孝敬老人、休闲娱
乐，平时的“欠账”太多，只能借着春节的契机进
行轻微的补偿。因此，面对“铁骑大军”，我们不
能陷入“悲苦叙事”的俗套，也要看到返乡农民
工的快乐与幸福。“回家的路，数一数，一年快乐
的次数”“再累也一样坚持的脚步，回家真的很
幸福”，这两句歌词在农民工身上得到了淋漓尽
致的发挥。

只要心有牵挂，回家的路再多的痛苦也可
以承受。只不过，一个温暖的社会，不能让“铁骑
大军”成为“三不靠”、“三不管”的边缘群体。不
论是交管部门加强公共服务，还是石油公司为
返乡农民工提供一次免费加油，抑或志愿者在
长途摩托车休息点为他们提供热水、感冒药等
贴心帮助；只有将制度护佑和人文关怀结合起
来，“铁骑大军”另类回家路才会更有安全、更有
品质、更有情怀。

回家的路，没有身份标签，没有社会分层，
有的只是人们基于生活本身最朴素也最直接的
渴望。“铁骑大军”的身后，有着成千上万家庭对
于团圆的期望和对更好生活的追求；让农民工
返乡旅途更加顺畅、更加温情，这真好，不是吗？

(杨朝清)

□全民大闷锅

拦火车维权

不能这么任性

一辆由南昌开往西安方向的K791次列车经
过河南境内西峡站时被拦停20分钟。参与拦火
车的多名当事者告诉华商报记者，当地一开发
商“一房多卖，挖坑敛财”，导致上千人被骗，他
们多次找县政府未获满意答复，只好做出极端
之举。

找政府没用就去拦火车，那拦火车也解决不
了问题又该怎么办？跟丫拼了？人不能这么任性，
你不要命，车上的人还想好好活着呢，这万一没
拦住怎么办？司机紧急刹车导致脱轨，误伤了乘
客怎么办？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来的是普通
列车还好，要是来一趟高速列车怎么办？那就不
是小错而是大错了。铁路是无辜的，列车上的乘
客并没有从你身上拿走一分钱。他们买了票只是
希望早点回家与家人团聚，你把他们拦在半道
上，想过他们的感受吗？如果你的维权逻辑成立，
那他们的权利又该谁来保障？是不是也可以抡起
拳头来把你揍一顿？

他们的行为更大的影响不是拦停的火车，
而是点燃了社会暴力循环的怪圈。只要自己的
事情解决了，管他身后洪水滔天。把自己的利
益建立在牺牲他人利益的基础上，把自己的安
全建立在牺牲大家安全的基础上，哪怕你的诉
求再有道理也得不到社会支持。

何况无论是政府职能部门还是司法部门都
没有抛弃他们。至少协调会是开过的，处置方案
也是有的。业主与开发商的矛盾，其实是民事纠
纷，政府管是政府分内的事，但政府也不可能做
超越法律权限的事，政府可以协调处理，但不可
能去拍卖抵押查扣开发商的资产，更不可能拿出
开发商的资产直接赔付，这需要走一定的司法程
序需要时间需要过程。一味地逼政府出面，用行
政手段干预，其实是在逼政府违法。

利己也是有限度的，挟众自保不可行，而
把别人的生命安全绑在你维权的战车上，我们
只能用法律来对这种行为说不了。我想，对他
们的严惩应该没有争议，拦停火车的人如果得
不到严惩会鼓励越来越多的人以这种极端的
方式绑架社会。我们承担不了这种没有底线行
为的违法成本。但抓人的同时，该办的事还得
办。你给别人挖坑，其时也是在给自己挖坑，拦
停火车的结果，还得从监管部门面对这么多人
被骗无所作为，后续处理疲软无力这样的过程
中找原因。(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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