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3岁退休”？先听听公众的意见

□本报评论员 吴华伟

25日，全国社保基金理
事会董事长戴相龙在上海出
席一次论坛时坦言养老金确
有缺口，为达到收支平衡，可
能会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3岁。
养老金缺口、延长退休年龄等
话题一直都牵动着公众的敏
感神经。在此之前，一些学术
机构也曾发布研究报告谈及
中国养老金缺口问题，但此次
戴相龙以社保基金理事长的

官方身份承认养老金有缺
口，并表示了改革养老制度
的必要，这是比较少见的。

最近几年，中国人口红利
日渐缩小，老龄化社会正快速
到来，如何改革养老制度，保
证全国人民老有所养，是难以
回避的话题。但是，面对社会
上纷传的养老金缺口问题，官
方一直没有明确承认。养老金
是全国人民的养老钱，关系到
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在这个
问题上谨慎表态，避免造成大
的影响，可以理解。

但是，面对复杂的养老
问题，要是真想推动养老制

度改革，必须要得到公众和
社会舆论的理解和支持，尽
可能地向公众解释目前养老
制度的现状就显得尤为必
要。比如在养老金缺口的问
题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版
本，有的说缺口18 . 3万亿，有
的说缺口1 . 7万亿，还有的认
为根本没有缺口，差异甚大
的数据很难让公众对我们国
家的养老金状况有一个清晰
的认知。

这一次，戴相龙不回避
问题，坦诚存在养老金缺口，
并称“那是后患无穷的”，这
对于我们下一步推进养老制

度改革有积极意义。试想，只
有相关信息充分披露，公众
对我们当前的养老状况和改
革的迫切性有一个清晰的了
解，才有利于达成改革养老
制度的共识，共识达成后再
谈是否延长退休年龄才有意
义，否则只能引起老百姓的
强烈反感。

当然，仅仅公开信息还
远远不够。公众和社会舆论
之所以对延长退休年龄这个
问题敏感，不仅仅是因为它
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
益，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一
个社会公平问题。比如，对于

已年届六十的人或繁重体力
劳动者来说，现在就一步到
位地延迟退休，而没有一个
缓冲期，是不是不公平？再比
如，众所周知，我国现在的养
老制度还实行双轨制，同样
是退休，公务员和事业单位
人员的退休金相比企业人员
的退休金高出很多，这虽然
有历史因素和时代背景，但
其中隐藏着巨大的不公平，
这种不公平已经成为养老制
度改革的最大阻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只是谈养老金缺口和延长
退休年龄的问题，而不谈如何

区别对待不同群体特别是弱
势群体，不谈如何破除养老双
轨制，那就很难得到公众和社
会舆论的理解。尤其是公务
员、事业单位的养老制度改革
不能总是停留在研究层面，而
应该制定具体的时间表，让公
众看到改革的诚意。否则，如
果贸然实施延长退休年龄和
养老金缴纳年限等措施，可能
会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

“63岁退休”并非一定不
可行，但如何倾听公众的声
音，如何打消公众对公平的
担忧，改革者需要做的工作
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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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相关信息充分披露，公众对我们当前的养老状况和改革的迫切性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才有利于达成改革养老制度的的
共识，共识达成后再谈是否延长退休年龄才有意义，否则只能引起老百姓的强烈反感。

官博无须潜水

缺席必然挨骂

打破官方媒体和微博
这两个舆论场的对立，首
先就是要改变官民话语的
失衡。一方面，民意在官方
媒体是缺席的，官方在传
统媒体上自说自话；一方
面，官意在民间舆论场如
微博上是缺席的，网众在
微博上孤独地自言自语。
有交流，才有理解，官员与
民众在两个舆论场上交流
起来，才能打破对立。请微
博上潜水的官员都出来冒
个泡吧，交流的诚意，从微
博的实名认证开始。微博
实名制，从官员们告别潜水
开始。(摘自《中国青年报》，
作者：曹林)

跟上人心的变化，

富士康面临挑战

富士康太原工厂日前发
生集体严重斗殴事件，数千
名员工追打该厂保安，并伴
随针对车辆、商铺的打砸。该
厂一度被迫关闭。富士康的
工人显然憋了很多“气”，一
个简单的导火索就把工人们
的情绪点着。两年前富士康
员工连续跳楼自杀，轰动全
国。这次集体斗殴是工人们
心中不满的另一种爆发形
式。中国的发展已经深刻波
及到人心的变化，富士康对
此的认识必须紧紧跟上。它
在中国大陆的进一步成功有
赖于在人心层面的与时俱
进。(摘自《环球时报》，作者：
单仁平)

□王昱

“9·15”西安车主重伤案
过去整整十天后，25日网上
终于爆出了现场视频。这段
短短1分1 4秒的视频，被分
成了截然相反的两部分，
一部分是伤人凶手在一片
嘈杂声中高高跃起，用U形
钢 锁 反 复 猛 击 受 害 者 头
部，直到受害者倒在血泊
之中。另一部分是在突如
其来的震惊之后，随着一
声“都是中国人，先救人行

不行？”的呼喊，很多人伸
出援手，抢救受害者。

在同一个口号下的两种
景象，一个行凶，一个救护；
一个充斥着疯狂的野性，一
个充满人间的真情。短短1分
14秒里，手机视频为人性完
成了两张截然相反的素描。
我们要问的是，哪一张代表
真实的中国？

视频中的暴徒对素不相
识的路人痛下杀手，相信每
个看到这段视频的人都会不
寒而栗，其行为的无知、愚
昧、残暴令人发指，就是野兽
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如此伤害
自己的同类。而暴徒打着“爱
国”的旗号对自己的同胞行

凶，这不仅是对法律和社会
秩序的践踏，更是对这个神
圣旗号的亵渎。

幸而，我们看到，当袭击
发生后，现场大多数人并没
有丧失基本的人伦底线，在
短暂的震惊后迅速作出了正
确的判断：“先救人！”这一幕
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依然有着
强大的自净能力，也让我们
看到了中国人真正可贵的一
面。

这一事件是一场人性的
测试，在场的大多数国人交
上了令人欣慰的答卷，他们
代表了当今中国人道德的
主流。但我们也应当看到，
这令人发指的案件本身，

表明当下社会中存在着一
股残忍而暴力的暗流。两
面都是同样的真实，尤其
是那丑陋可怕的一面，我
们更不应当忽视。

对恶的纵容就是对善的
否定。案件已经过去十多天
了，西安警方也已经公布了
凶手的照片，尽快将嫌犯绳
之以法，这不仅是对受害者
的交待，更是向那些行凶者
表明，我们的社会绝不允许
那股残忍而暴力的暗流存
在。

(作者为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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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重伤案视频中的暴力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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