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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冠青

2021 年伊始，不少毕业生都开始考虑

去哪里工作的问题。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观

察近几年就业质量报告发现，毕业生们不

再扎堆“北上广”，不少“双一流”高校毕业

生或者留在大学所在省市，或选择去临近

的发达省市。杭州、西安、成都等新一线城

市被越来越多年轻人所青睐。

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年轻人城市选

择的叙事是相对窄化的。“选大城床还是小

城房”“北上广容不下肉身，三四线放不下

灵魂”等说法，也反映了年轻人顾此失彼、

工作生活不易兼顾的两难。

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尽管就业机

会更加多元，公共资源更为丰富，可日益

凸 显 的 工 作 、 生 活 压 力 也 让 不 少 人 直 呼

“头大”。节节攀升的房价让人望而却步，

动 辄 一 两 个 小 时 的 漫 漫 通 勤 路 消 磨 着 心

力，快节奏工作、常态的加班令人感到倦

怠 。 另 一 方 面 ， 回 到 家 乡 小 城 未 必 就 能

“ 岁 月 静 好 ”， 许 多 人 面 临 着 无 法 学 以 致

用、不习惯熟人社会社交方式等问题。前

几年，就不乏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后无

法适应，很快又“逃回北上广”的情况。

这几年，新一线城市的崛起，则为年

轻人提供了工作地点的新思路，也不失为

更具性价比的选择。在就业机会方面，人

们越来越发现：新一线城市不再只是“退

而求其次”的选择，一些行业顶尖的工作

机会本身就位于新一线城市。随着产业升

级的推进和发展重点的明确，很多城市也

形成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独特吸引力。比

如，提到互联网和电商领域，杭州就已成

为求职者难以忽略的目标城市；成都包容

惬意、充满活力的城市气质，也使其成为

不少文娱工作者的向往之地。

此外，年轻人的择业观念更加理智，

“一定要去北上广奋斗”的执念和滤镜逐

渐淡化。很多人找工作时不再把地点作为

限制条件，而是要看工作机会、各方面综

合考量后再作决定。前段时间，一位 95
后毕业生就跟我聊起了她的求职历程。她

在武汉上大学，曾在北京等地实习过，毕

业后选择到杭州工作。事实上，正是在北

京的那段实习经历，让她意识到自己并不

适应这里的生活节奏，曾经要在北京闯荡

一番的想法也慢慢打消。更加丰富的实习

体验，让年轻人有了更为明晰的自我认识

和理性的就业选择。

新一线城市积极的人才政策与相对轻

松的生活环境，也是吸引年轻人的重要因

素。对刚毕业的年轻人而言，提供落户和

创业支持、生活补贴、购房优惠等实打实

的“抢人政策”，能够减少其在事业起步

期的生活压力，感受到来自城市的温情与

善意。

与“北上广”相比，新一线城市更能

满足年轻人兼顾工作与生活的需求。现实

中，很多年轻人不愿接受“工作即生活”

的逻辑，而是希望有机会体验生活，挖掘

自己“斜杠青年”的多个方面。一位到青

岛工作的朋友就对当地的环境颇为满意，

这里没有过度膨胀的工作压力，也不难找

到志同道合的好友。闲暇时间，他可以与

朋友相聚野餐，看当地的脱口秀和摇滚乐

演出；相对可接受的租房成本，也让他有

机会搭建自己的摄影工作室，轻松开展自

己的副业。

可 见 ，与 其 说 年 轻 人 不 爱“ 北 漂 ”“ 沪

漂”了，不如说他们有了更加多元的选择机

会。高校毕业生不再扎堆“北上广”，既是年

轻人择业观更加理性的体验，也是新一线

城市日益崛起、魅力提升的折射。

“一定要去北上广奋斗”的执念为何淡化了

近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当下有58%的手机应用(App)含有广告，其中69.7%的广告没有“关闭键”。而且
很多手机应用(App)的广告都是精准推送的。业内人士指出，作为商业推广手段，广告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广告能否有效转化成销量，还得
看用户接不接受。（《工人日报》1月19日） 漫画：徐 简

□ 常 菲

近日，“鸡娃”等话题大火，由此引发的

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也备受关注。目前，

全世界范围内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

比例已经达到 20%左右，孩子们承受着来

自各方的密切凝视和沉重期待，本该无忧

无虑的童年、青涩的青春期，已被密密麻麻

的日程表覆盖。所有的活动都指向了功利

的现成目标，那就是要考高分、要成功、要

成为“人中翘楚”。

很 少 有 父 母 能 成 功 免 疫“ 成 功 学 焦

虑”，从孩子出生开始，智力开发玩具、早教

课程、促进大脑发育的脑黄金补剂就已经

无孔不入，很难让父母们在“培养天才”的

美好神话中保持淡定，“如果你不是一个努

力的父母，那么你的孩子就会一事无成”。

教育应该是父母和孩子两代人的事情，

但是在成功学的驱动下，孩子的身影不见了。

他们的兴趣和需求都变得不再重要，而被一

串串数字化的衡量指标所替代。比完奥数比

国学，比完钢琴比围棋，反复被排名被比较，被

卷进越来越湍急的竞争漩涡当中。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孩子并不

是天生适合考试，他们的时间完全可以花

在考试之外的事情上，不会考试并不是一

事无成。“只有考上好大学才能算作成功”

的标准真的值得推崇吗？上了普通大学，我

们的孩子就没法过好这一生了吗？

那些得了抑郁症的孩子背后，往往是一

个生病的家庭。不论儿童、青少年抑郁症问题

的成因有多复杂，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便是家

长。放下执念，接受孩子的普通，接纳孩子的不

完美，就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尊重孩子

原本的气质，让他自由地发展，成为一个快乐

的普通人，何尝不是一种成功的人生。

现实中，许多焦虑的家长都是小有成

就的人，他们似乎无法接受孩子的普通，无

法接受孩子不如自己“成功”。作为一名毕

业于国内某 985 高校的新手妈妈，我也经

常真诚地问自己：在孩子的自由快乐和一

塌糊涂的成绩面前，我真的能做到方寸不

乱吗？如果将来孩子过得不如我，这是我的

失败还是孩子的失败？

经过长久的思考，我终于明白，孩子是

独立的个体，而不是我人生的延续。如果我

的快乐来自于不断地“升级打怪”，攻克一

个个小目标，这些小成就不过也是为了自

我满足而已。如果他的快乐是通过他想要

的方式来获得，他能够从中获得持续的生

命滋养，那么这种“不成功”的快乐同样值

得肯定和尊重。

毕竟，我们希望获得的是有意义的人

生，成功本身并不是目的，如果教育都是以

成功为终极目标，那么我们就只剩下培训

而没有教育了。著名学者周国平说过，“教

育的目的是让孩子成为完整的人”。不被成

功绑架的人生，才是自由的、独立的。

心理学家们发现，控制感是缓解压力

的良药。比起来自父母的规划，让孩子获得

更扎实的掌控感，是他们一生都要学习的

课题。聪明的家长应该学会站在孩子的身

后出谋划策、提供支持。接受孩子的普通，

也接受他们自洽的完整。

“鸡娃”的焦虑背后是不肯接受普通

□ 于 平

近日，一则“银行变更还贷方式，房主

还贷 7 年本金一分没还”的新闻迅速引发

热议。

据悉，南京市民蒲先生在 2013 年 10 月

向民生银行南京分行申请了一笔 117 万元

的商品房贷款，贷款期限为 20 年，并约定

为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但近期蒲先生发

现，自己还了 7 年多的房贷，到现在没有归

还的本金竟然还是 117 万，一分都没减少。

对于蒲先生的质疑，民生银行南京分行

先是表示，办理此项房贷业务的工作人员早

已离职，后又解释，是经办人员录入失误造成。

目前，市场上主流的房屋按揭贷款还

款方式是等额本息、等额本金。先息后本的

还款方式，多应用于消费贷款等领域，在房

贷中极为罕见。民生银行在合同签署中约

定的是等额本息，真正操作时又按照先息

后本的方式，让人匪夷所思。根据蒲先生的

计算，他要为此多还几十万元的利息，不仅

如此，先息后本还意味着，蒲先生还完利息

后，还要一次性归还 100 多万元的本金，这

也是他个人所难以承受的。

银行违约，擅自变更客户的还款方式，

给客户造成的困惑和麻烦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事件的主要责任方，民生银行南京分

行先是把责任推给离职人员，后又归结为

经办人员录入问题，这些说法恐怕有些站

不住脚。合同约定和实际执行业务出现重

大差错，不是简单一两个人的失误就能解

释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这一变动是怎么

通过银行整个业务流程的？

银行是金融业的重镇，是为民众管理

“钱袋子”的。在一般人认识里，银行的管理，

远比一般企业规范，相关的业务流程，也是

极为严格。然而，在“房贷还 7年 117万元本金

一分没还”事件中，相关流程却并不严谨。先

息后本这种罕见的还款方式运用于房贷，扣

款数额和合同约定数额明显不符，竟然在无

人察觉的情况下执行 7 年之久，若不是蒲先

生自己发现了，后果将不堪设想。

银 行 在 内 部 管 理 和 流 程 审 核 上“ 出

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近些年来，银行接

二连三发生因流程漏洞导致客户利益受损

的事件。比如，去年 9 月，陕西省榆林市曝

出一桩惊天骗贷案，当地银行员工苏某，在

两年时间内，先后利用近百人的身份骗取

银 行 贷 款 90 多 笔 ，最 终 4282 万 元 无 法 归

还。这些年来，各地多次发生犯罪分子用他

人作废或丢失身份证办信用卡的事件，银

行的审查不严，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让

许多无辜民众背负了信用的“污点”。

种种乱象，背后是一些银行为了追逐商

业利益，一味盲目扩张的问题。部分银行在

业绩考核的压力下，只顾扩大业务，增加客

户，在更多商业领域“跑马圈地”，而忽视了金

融行业应有的专业和严谨，审核和风控因而

屡屡形同虚设。可见，对于“房贷还 7年 117万

元本金一分没还”事件，涉事银行不能一味

甩锅到具体员工身上。在拿出妥善解决方

案，回应客户维权要求的同时，更需要反思

的是自身的管理漏洞，并改进内部流程。

专业和严谨是银行业必须恪守的行业

精神，如果银行丢弃了这个精神，一味“向

钱看”，伤害的恐怕不仅仅是客户的利益，

更将损害银行的健康长远发展，甚至还可

能埋下难以估量的金融风险。

房贷还七年
本金一分没还
银行不能甩锅

□ 陈 方

1 月 5 日傍晚，路过小区门口的果

蔬 小 超 市 时 ， 脑 子 里 闪 过 一 个 念 头 ，

要不要再去买点蔬菜？1 月 3 日，石家

庄 市 藁 城 区 新 增 2 例 新 冠 肺 炎 确 诊 病

例 。 对 此 ， 人 们 虽 然 小 心 了 很 多 ， 但

谁 也 无 法 预 料 疫 情 会 如 何 发 展 。 路 上

的 行 人 已 经 不 多 ， 真 的 还 会 变 严 重

吗？我还是心存侥幸，直接回了家。

没 想 到 第 二 天 ， 石 家 庄 进 行 全 员

核 酸 检 测 ， 小 区 开 始 闭 环 管 理 ， 也 就

是说，我们都要居家隔离了。

冰 箱 里 的 蔬 菜 已 经 不 多 ， 最 多 只

够 两 餐 。 还 好 手 机 里 存 了 果 蔬 小 超 市

老 板 的 微 信 ， 电 话 打 通 ， 老 板 说 ： 他

们 还 可 以 配 送 ， 只 是 需 要 配 送 的 人 太

多了，需要等。上午 10 点左右，我在

微 信 里 下 了 单 ， 到 了 下 午 4 点 还 是 没

等 到 配 送 来 电 ， 忍 不 住 又 打 电 话 。 电

话 那 端 老 板 说 ： 您 再 等 等 ， 从 早 晨 8
点 到 现 在 ， 真 的 连 口 水 都 没 顾 上 喝 。

傍 晚 6 点 半 的 时 候 终 于 等 来 电 话 ， 让

我 到 小 区 门 口 交 接 。 还 没 来 得 及 付

钱，老板甩下一句话扭头就走，“回头

说，要急着给下一家配送”。直到晚上

11 点 半 多 ， 老 板 才 来 得 及 在 微 信 里 和

我 核 算 菜 价 。 竟 然 没 涨 价 ？ 心 里 有 些

感 动 。 平 日 里 ， 小 区 居 民 是 这 家 果 蔬

超市的“衣食父母”；现在居民有困难

了，小店主就义无反顾负起助人责任。

从 1 月 5 日到今天，除了两次核酸

检 测 、 偶 尔 到 小 区 门 口 拿 蔬 菜 ， 我 几

乎 没 有 下 过 楼 。 说 起 来 ， 居 家 隔 离 倒

不 陌 生 ， 去 年 冬 天 全 国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暴 发 的 时 候 ， 我 们 都 学 会 了 居 家 抗

疫 。 只 是 万 万 没 想 到 ， 时 隔 一 年 ， 石

家 庄 的 疫 情 形 势 又 突 然 严 峻 起 来 。 对

于 “ 庄 里 人 ” 来 说 ， 2021 年 的 开 端 ，

一点儿都不比 2020 年的魔幻逊色。

这 些 天 ， 每 天 睁 眼 后 的 第 一 件 事

就 是 拿 起 手 机 看 看 朋 友 圈 里 的 新 闻 。

相 对 于 新 增 病 例 的 数 字 ， 大 家 更 关 心

流 调 。 我 所 在 的 一 些 微 信 群 里 ， 很 多

人 表 示 关 心 流 调 情 况 ， 一 来 看 看 自 己

有 没 有 可 能 是 密 接 者 或 者 次 密 接 者 ，

确 认 自 己 是 否 安 全 ； 二 来 自 己 安 全

了 ， 才 不 至 于 给 别 人 带 来 麻 烦 。 没 有 人

会 反 驳 说 “ 你 怎 么 把 关 心 自 己 放 在 关 心

别人前面”，因为关心“小我”并不意味

着 漠 视 他 人 ，“ 保 护 好 自 己 才 能 保 护 他

人”的理念已成为共识。

这 些 天 ， 小 区 业 主 群 也 比 往 日 和 谐

很 多 ， 再 也 没 有 人 去 吐 槽 物 业 的 不 是 。

业 主 们 都 知 道 这 段 时 间 物 业 和 社 区 管 理

者 的 辛 苦 ， 小 区 闭 环 管 理 前 期 ， 时 不 时

有 业 主 在 群 里 或 物 业 朋 友 圈 里 留 言 报 名

志 愿 者 ， 物 业 和 社 区 管 理 者 总 会 很 客 气

地 回 复 “ 出 于 安 全 考 虑 ， 只 要 工 作 人 员

转得开就不麻烦大家。”

朋 友 圈 里 当 然 也 有 小 交 锋 。 前 几 日

个 别 小 区 倡 议 业 主 晚 上 一 起 合 唱 歌 曲 鼓

舞 抗 疫 士 气 ， 更 多 业 主 表 示 反 对 这 种 不

科 学 的 抗 疫 行 为 ， 甚 至 有 业 主 在 群 里 表

示 “ 小 区 需 要 你 温 暖 的 声 音 ， 但 不 需 要

你的飞沫和哈喇子”。最终，这种倡议没

有 在 更 多 小 区 流 行 ，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懂

得，爱与感动的表达不该是盲目的冲动。

这 段 时 间 刷 朋 友 圈 ， 总 是 能 发 现 很

多 理 性 的 声 音 。 有 人 转 发 一 线 防 疫 人 员

事 迹 时 说 ：“ 病 毒 让 我 们 变 得 更 强 大 ！”

后 面 立 刻 有 人“ 纠 正 ”：“ 向 一 线 防 护 人

员 致 敬 ！ 但 是 ， 不 是 病 毒 让 我 们 变 得 更

强 大 ， 而 是 我 们 强 大 了 ， 才 有 能 力 对 付

病 毒 。” 有 人 感 慨 ：“ 疫 情 面 前 ， 每 个 石

家 庄 人 都 了 不 起！” 有 人 补 充 ：“ 如 果 此

番 疫 情 不 幸 发 生 在 其 他 地 方 ， 我 相 信 那

个地方的人也一样了不起！”我不觉得这

些 朋 友 的 纠 正 和 补 充 是 “ 杠 精 ” 的 矫

情 。 相 反 ， 他 们 的 只 言 片 语 ， 某 种 程 度

上可以完善我们的认知。

居 家 隔 离 ， 朋 友 圈 就 成 了 世 界 。 往

日 的 滤 镜 和 人 设 似 乎 少 了 一 些 ， 每 个 人

在 更 真 实 地 展 示 自 己 的 坚 强 和 脆 弱 。 健

身房里那个 20 多岁的私教，下午还在直

播 间 里 精 神 抖 擞 地 上 课 ， 晚 上 却 在 朋 友

圈 里 发 了 一 个 “ 哭 泣 ” 的 表 情 ， 后 面 是

两个字：“想家。”

晚 上 ， 我 在 朋 友 组 建 的 读 书 群 里 看

到有人发了莫泊桑的一段话，“我觉得人

的 脆 弱 和 坚 强 都 超 乎 自 己 的 想 象 。 有

时 ， 我 可 能 脆 弱 得 一 句 话 就 泪 流 满 面 ，

有 时 也 发 现 自 己 咬 着 牙 走 了 很 长 的 路 。”

对 于 身 处 疫 情 中 的 每 个 人 而 言 ， 这 段 话

实在太应景了。

居家隔离:
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想象

□ 李思辉

一些不太富裕的打工家庭，在孩子身

上却很舍得花钱——一双 760 元的运动鞋

只 穿 一 个 月 ，为 明 星 偶 像 打 榜 每 月 花 掉

1000 元；一随迁子女全家月收入 2600 元，

报兴趣班支出 1800 元⋯⋯“寒门贵养 ”在

农民工子女的成长过程中并不鲜见。（《工
人日报》1月16日）

一面是在工厂干活，一包榨菜分两顿

就馒头吃的父亲，一面是身穿名牌、大把花

钱追明星的孩子，如此鲜明对比令人五味

杂陈。人人都有追求名牌吃穿用度的权利，

只 是 这 样 的 追 求 不 应 超 出 家 庭 可 承 受 范

围，不应以压弯父辈的脊梁为代价。为了满

足子女的高消费苛责自己、不计条件、不遗

余力，这样的“伟大”难免悲情乃至偏激。

有 人 认 为 ，只 有 给 孩 子 吃 好 的、穿 好

的、上好的培优班才算“对得起孩子”。为了

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一些家长不惜

穷尽力量甚至透支自己。殊不知，不管不顾

地把孩子当“富二代”养，很可能养出骄奢

无度、心安理得的“巨婴”。近年来，有关年

轻人过度消费、不知疾苦的报道屡见不鲜，

其中不乏寒门子弟。父母无原则地迁就、纵

容、给予是助长子女挥霍无度的一个重要

原因。

父母的爱纯粹无私，只是教育是门大

学问，需要遵循科学原则才能实现“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的初衷。如果方式方法不对

路，爱之愈深则害之愈切。在养育孩子上，

有人主张穷养，有人主张贵养，但一个基本

共识是：不论穷养、贵养一定要有教养。所

谓“教养”就是一种与家庭条件并无必然关

系的良好文化和品德修养。比如有爱心、尊

重他人、做事有分寸、善解人意、关心他人、

心胸宽阔、正派真诚、光明磊落，等等。这些

美好的品德修养不是靠钱堆出来的，相反，

它往往需要让孩子通过吃苦获得。

一位知名企业家曾在一档节目上分享

育儿经验：儿子从小学到大学，她都没有去

接过孩子放学。有一次儿子放学回来晚了

半个小时，原来孩子为了省钱，不坐 2 元钱

一趟的空调车，改坐 1 元钱的普通公交车回

家。“狠”培养的是孩子艰苦奋斗的精神。由

此而论，真正的贵养，并非物质上无节制地

给予，而是让孩子学会珍惜、学会独立，涵

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品格。

需要注意的是，时下，社会上或明或暗

地弥漫着一种以高消费、会享受为荣的氛

围，名牌衣服、进口手机、打赏明星等似乎成

了“青少年的标配”。一些家长怕孩子“落伍”，

竭尽所能甚至倾其所有满足孩子的需求，殊

不知，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吃苦耐劳之风，依

然是这个时代弥足珍贵的价值。

古往今来，“寒门出贵子”都是世人最

朴素的期盼。寒门能否出贵子取决于家庭、

学校乃至全社会能否形成合力，让孩子真

正具备那些美好的品德修养，具备艰苦奋

斗、改写命运的精气神。

别让“寒门贵养”压弯父辈的脊梁

□ 林树心

1 月 18 日 ， 国 家 统 计 局 在 国 新 办

发 布 会 上 公 布 最 新 一 年 经 济 数 据 。 统

计 显 示 ：2020 年 ，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到 了 32189 元 ， 比 上 年 名 义

增 长 4.7%， 扣 除 价 格 因 素 ， 实 际 增 长

2.1%， 与 经 济 增 长 基 本 同 步 。 与 2010
年的数据 （10046 元） 相比，我国居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不 仅 完 成 了 党 的 十 八

大 报 告 提 出 的 “ 十 年 翻 番 ” 目 标 ， 还

实 现 了 不 少 超 额 增 长 。 面 对 深 受 疫 情

影 响 的 经 济 形 势 ， 这 无 疑 是 一 条 振 奋

人心的消息。

面 对 这 个 消 息 ， 舆 论 场 上 出 现 了

两 种 声 音 。 其 中 一 种 声 音 认 为 ， 这 个

数 字 远 比 他 们 直 观 感 受 到 的 要 低 ， 似

乎 有 一 定 的 滞 后 性 ， 不 足 以 充 分 反 映

中国经济近 10 年的飞速增长；另一种

声 音 则 带 着 调 侃 的 意 思 ， 表 示 自 己 或

亲友的收入“拖了后腿”，并未达到统

计数据显示的水平。

国 家 发 布 的 数 据 ， 统 计 的 是 全 体

国 民 的 平 均 收 入 水 平 。 中 国 有 14 亿

人 ， 以 正 态 分 布 计 算 ， 其 中 必 然 存 在

不 少 偏 离 平 均 值 的 个 体 。 然 而 ， 要 衡

量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 不 能 只 盯 着 平

均 数 看 。 在 我 们 为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大

幅 增 长 欣 喜 的 同 时 ， 也 要 关 注 这 种 增

长是否平衡。

党 的 十 九 大 报 告 提 出 ： 我 国 社 会

主 要 矛 盾 ， 已 经 转 化 为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 美 好 生 活 需 要 和 不 平 衡 、 不 充 分 的

发 展 之 间 的 矛 盾 。 其 中 ， 发 展 的 平 衡

性 被 摆 到 了 极 其 重 要 的 位 置 上 。 同 一 个

统 计 数 据 ， 既 有 不 少 人 觉 得 明 显 低 了 ，

也 有 不 少 人 觉 得 明 显 高 了 ， 这 种 “ 各 说

各 话 ” 的 舆 论 现 象 ， 便 是 收 入 水 平 仍 有

不平衡之虞的生动体现。

这 并 不 是 我 们 第 一 次 观 察 到 类 似 现

象 。 2020 年 ，“6 亿 人 每 月 收 入 1000 元 ”

的 数 据 ， 引 发 了 大 量 讨 论 。 其 中 ， 不 少

生 活 在 一 二 线 城 市 的 网 民 难 以 接 受 这 个

数 字 ， 也 有 许 多 人 却 通 过 自 己 的 亲 身 经

历 或 家 乡 见 闻 得 到 了 印 证 。 在 主 观 感 受

上 ， 每 个 人 都 会 受 限 于 自 己 所 处 的 地

域 、 行 业 、 学 历 、 阶 层 ， 形 成 仅 属 于 自

己的“拟态环境”和“信息茧房”。

对 于 这 种 现 象 ， 社 会 各 界 还 应 从 两

方 面 加 以 看 待 。 一 方 面 ， 必 须 尽 可 能 打

破不同群体之间的“认知隔离”，让人们

对 社 会 发 展 的 全 貌 有 客 观 、 真 实 的 感

知 ； 另 一 方 面 ， 有 关 方 面 也 要 认 识 到 ：

这 种 “ 认 知 隔 离 ” 的 背 后 ， 是 经 济 发 展

的 成 果 在 不 同 群 体 之 间 的 分 配 不 够 均

衡 。 要 从 根 子 上 “ 配 平 ” 经 济 增 长 ， 让

全 体 国 民 以 更 加 均 衡 的 方 式 分 享 社 会 发

展成果，取得更多幸福感与获得感。

当 前 ， 收 入 不 平 衡 主 要 体 现 在 地

区 、 城 乡 收 入 发 展 的 不 平 衡 。 此 外 ， 对

经 济 增 长 贡 献 特 别 巨 大 的 新 兴 行 业 ， 与

发 展 动 能 逐 渐 减 弱 的 传 统 行 业 之 间 的 行

业 差 距 ， 稳 定 就 业 者 与 灵 活 就 业 者 之 间

的 待 遇 差 距 ， 也 是 我 们 必 须 直 面 的 社 会

矛 盾 。 在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 十

年 翻 番 ” 的 成 绩 单 基 础 上 ， 如 何 更 好 地

“ 分 蛋 糕 ”， 让 所 有 人 实 实 在 在 地 从 经 济

增 长 中 获 益 ， 是 我 国 在 复 兴 之 路 上 必 须

考虑的问题。

人均可支配收入十年翻番
如何分好蛋糕

□ 马涤明

年关将至，各地不少辛苦一整年却被

欠薪的农民工再次走上艰辛的讨薪之路。

据 《经济参考报》 近日报道，在农民工欠

薪 案 件 多 发 的 建 筑 领 域 ， 常 会 出 现 一 种

“尾款怪象”，即在工程项目施工期间，农

民工大多都能顺利拿到工钱，但工程项目

一旦进入尾声或竣工，他们想要领到尾款，

却会遇到老板的各种拖延理由，最终引发

欠薪案件。

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个问题，社会年年

都在关注，但每到年底又会“如期而至”，这

个现象是否说明某些关键、根本性问题还

没有完全抓住？

近年来，欠薪问题确实不像从前一样

多发，激烈讨薪事件也比较鲜见。报道也提

到，工程施工期间农民工大多都能顺利拿

到工钱；对各级政府的重视和努力，应给予

肯定。但“尾款现象”提醒我们：“拖欠农民

工工资”有着不同的表现。目前各地的解决

方式，多是以阶段性重视加政策高压等手

段，督促施工单位和包工老板兑现工资，可

一旦出现压力放缓，问题就容易反弹。

建筑行业成了欠薪的重灾区，农民工

是重灾户，主要问题，一是因建设项目工

程款支付滞后，施工企业因垫资负担重而

无力及时支付工资；另一个原因，是“农

民工”这种“用工方式”不规范，直接导

致了报酬支付方式的混乱。

进城务工的农民遍布各行各业，很多

已经与用人单位直接建立劳动关系，签定

劳动合同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员工，而

建筑工地上的务工人员则多是依附于大小

包工头，以口头约定或其他简单契约建立

的雇佣关系，因而没有“企业员工”的身

份。薪水问题上跟施工企业说不上话，企

业将工程款支付给包工头。工程分包制，

加大了最底层劳动者即农民工薪水发放的

不确定性，多一层分包，欠薪风险就增加

一层。

而“尾款现象”与从前的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本质上并无二致：不管是工程

末尾的施工款项建设单位不能及时向施工

单位拨付，还是施工单位得到工程款不能

及时向包工头兑现，或是包工头得到工程

款自己揣起来不给农民工，都可能发生欠

薪或“尾款现象”。

不 管 是 大 额 度 欠 薪 ， 还 是 “ 尾 款 现

象”，问题的关键之处都是农民工群体与

施工单位的劳务关系不清晰，这是他们无

法 享 受 按 时 获 取 劳 动 报 酬 的 主 要 原 因 所

在。因此，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根

本性路径之一，就是改变“农民工”的身

份概念 （而不仅是称谓），让所有“农民

工 ” 与 相 关 企 业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或 劳 务 合

同。劳动监察等部门也要对施工企业按月

支付工人工资情况进行常态化检查，监督

施工企业逐步实现用工规范化。

建筑业欠薪“尾款怪象”根在用工不规范

硬 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