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8%的人表示身边存在“麦兜族”
本报记者 韩 妹

实 习 生 耿 剑

麦兜本是动画片里一只平凡的小猪。 如今
那些没有值得炫耀的家境，做事脚踏实地，过着
简单快乐小日子的年轻人，被称作“麦兜族”。这
类人的标签是：爱奋斗，不等不靠不要，积极乐
观，想有房，努力工作，不啃老。

上周，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
中国网和新浪网， 对1987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28.6%的人认为自己就是“麦兜族”，53.4%的
人表示自己具备“麦兜族”的一些特征。此外，多
达96.8%的人表示身边存在 “麦兜族”。 受访者
中，“80后”占49.4%，“70后”占31.2%。

北京市某公关公司职员孙雨生（化名）称自
己是典型的“麦兜族”。当年高考后，他接到哈尔

滨一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但是他没有去读。他的
理想是去北京，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2008年，他通
过自学考试拿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专业本科

学历。毕业后，他先后在几个小公司工作，虽然不是
很如意，但他一直坚持着，也在不断提升自己。

如今，孙雨生在做的活动执行工作比较忙，经
常加班熬夜，甚至有几次他3天只睡了4个小时。然
而，他并不觉得苦，“就算再辛苦我也会坚持下去，
毕竟这里有自己的梦想， 有机会我还是要去从事
新闻方面的工作”。孙雨生表示，自己身边的朋友
大多是大学时的好哥们儿、好姐妹，平时大家会互
相鼓励和帮助。尽管收入不高，他们还是会尽量控
制自己的开支，把积攒的钱寄给父母。

人们怎么看“麦兜族”？调查显示，44.6%的人
认为“麦兜族”主要是“80后”。65.7%的人认为他们
“不等不靠不啃老， 值得学习”；62.9%的人认为他

们“虽背负沉重负担，但努力争取幸福”；58.7%的
人认为他们是“是草根阶层的代表”；44.1%的人认
为他们“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更大”。同时，45.7%
的人表示“社会应给他们减压，创造宽松的环境”。

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熊汉忠表

示， 在每个时代都会有很多靠自己奋斗的群体，
“麦兜族”是当今社会奋斗群体的代表，他们积极
乐观的奋斗精神对于社会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

用，社会应该多鼓励这些人。
“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期，有人说年轻人靠自

己奋斗更难了，其实不然。”熊汉忠说，一个人的发
展是长期的过程，“麦兜族” 尽管刚开始起点比较
低，可能会面临一些挫折和压力，但是这些困难也
会激发他们挖掘自己的潜力，不断进步。人生就像
一场长跑，年轻人要有明确的目标，积极的心态，
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现在跑得慢的人，将来也许

会跑到前面去。
江苏省泰州市从事文秘工作的严静表示，现

在很多年轻人过于急功近利， 幻想一毕业就有好
工作，二十多岁就买房，四十多岁就退休，不愿意
吃苦奋斗。而“麦兜族”则依靠自己努力奋斗，不断
寻找生活中的快乐，他们的精神难能可贵。

“麦兜族”的哪些精神最珍贵？调查中，73.8%
的人首选 “积极乐观 ”， 其次是 “脚踏实地 ”
（70.1%），排在第三位的是“爱奋斗”(67.7%)。接下
来还包括：勤俭节约（58.8%）、追求梦想（59.6%）、
努力工作（59.5%）等。

本次调查中，一民意中国网网友留言说，其实
并非事业辉煌、财富很多就能让人快乐，大多数人
都是平凡的，作为“麦兜族”，我们不能因为生活平
凡就失去信心，“因为即使只是一颗小尘埃， 也同
样可以有自己的快乐，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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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回龙观地

铁站前没有规划停

车场， 大量开车换
乘的乘客把车辆停

放在道路两侧。 地
铁站出口对面， 正
在兴建一处商品房

小区。
本报记者

李 涛摄

94.5%的人期望民调纳入公共政策制定程序
公众对各种民意调查机构的信赖程度不同，媒体最高（53.9%），其次是民间社团组织（51.3%）

本报记者 李 涛

实 习 生 雷李洪

最近， 北京市民祝斌因回龙观地铁站未规
划停车场和停车位， 致使自己无法开车换乘地
铁，把交通管理部门告上法庭。近日，法庭已受
理此案。

公众对交通规划满意度不高的现象在不少

城市都存在。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
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 对3335人进行
的一项调查发现，仅16.3%的人满意自己所在城
市的交通规划，多达58.8%的人表示“不满意”，
14.1%的人表示“一般”。

73.3%的人认为我国城市规
划民意调查不足

回龙观社区是北京五环路外一个拥有30万
人口的超大型社区， 社区居民大多乘坐地铁上
班。每天早上，乘坐公交车、开私家车前来换乘
地铁的人数以万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
三条规定：“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共建筑、商业
街区、居住区、大（中）型建筑等，应当配建、增建
停车场；停车泊位不足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
建。”

但令人费解的是， 在人流量和车流量巨大
的回龙观地铁站前， 竟然没有划定任何停车位
或停车场。因无处停车，地铁站前的人行道、自
行车道、主路两侧，都停满了私家车。出租车和
各种“黑出租”，也在地铁站前无序等客，更加剧
了交通拥堵。

去年， 负责管理该地区交通的北京昌平区
交通支队， 联合几个部门在地铁站前立起两个
公告牌，划定了机动车禁停区，明令在地铁站前
的指定路段内，禁止停放机动车。

祝斌看到公告后， 每次停车换乘地铁， 都
把车停在禁停区之外的路边。 但时隔不久， 他
仍收到了违规停车的处罚通知。 祝先生不服，
向昌平区交通支队和规划局分别提出信息公开

请求， 希望了解合法停车位的规划信息。 但令
他不解的是， 至今两部门未出具任何书面答
复。

随即， 祝斌把交通管理部门告上法庭。他
说：“如果一直没有合法停车位， 我们所有开车
换乘的人就永远处于被动违法状态， 交警随时
能来贴罚单，没完没了。”

今年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委员左宗申就呼
吁修改 《道路交通安全法》， 缓解停车难。 他

在调研时发现， 法律规定 “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
点停放”。 而交警在执法时的解释是： 机动车只
允许在规定地点停放， 在其他任何非规定地点停
放均属违法。 他认为， 这不符合法律的本意。

左宗申认为， 对私权利来说 “法无禁止即自
由”。“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 的法律条款，
并没有对私权利的禁止， 执法部门以此为据进行
处罚，没有法律依据。而且，纵观全世界的交通法
规，大多实行“除交通标志明确禁止的地方均可停
车”。我们执法部门的解释则与此相悖。对这种处
罚，车主往往意见很大。

调查也显示， 交警对禁停区之外的车辆加以
处罚，仅12.0%的人认为合理，66.4%的人认为不合
理，其余21.6%的人表示 “说不清”。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清华
大学法学院余凌云教授认为， 在没有充分的停车
位的情况下强化执法， 的确不合理。 政府最好在
严格执法的同时， 积极解决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除立法和执法方面的原因， 公众对城市交通
满意度不高， 与交通规划阶段不重视民意征集也
有直接关系。调查显示，多达71.7%的人表示自己
所在城市在规划公交站、地铁站时，没有广泛征集
民意； 不足一成 （9.3%） 的人表示征集过民意；
19.0%的人表示根本就不清楚规划部门是否征集
过民意。

据了解，民意调查在很多发达国家，已成为制
定公共政策必不可少的决策依据。 而在我国城市
规划中， 尤其是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规划
领域，民意调查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调查中，

73.3%的人认为我国城市规划民意调查不足。

媒体成为公众信赖程度最高的

民调机构

家住北京市五道口的陈先生， 每天上班都在
西直门换乘地铁2号线。提起换乘，他就一肚子抱
怨，“每次换乘要走二三十分钟 ， 既费时间又累
人。”

北京其他地铁线路换乘站也大体相似， 尤其
是从八通线换乘1号线时， 早晚高峰时间真可谓
人山人海， 四惠站换乘大厅不得不用金属栏杆引
导人们多绕几个弯， 以免大家蜂拥进入站台。 但
成千上万的人， 拥挤在一起缓缓蠕动， 每每看了
都让人惊心动魄———一旦发生意外， 毫无疏导、
疏散的可能性， 极易造成严重的踩踏事故。 家住
通州在国贸附近上班的的王女士， 对此 “市政交
通的死角” 十分不解： “大概朝阳区没什么够级
别的干部还乘地铁上下班， 不然怎么会年复一年
熟视无睹？ 地铁票价统一多久了， 1号线和八通
线为什么还不能直通， 让人们每天上下班都要你
我簇拥着长征？”

为什么地铁换乘要绕这么远？ 为什么不能尽
量减少换乘？ 当初规划时没有考虑民生成本和安
全成本吗？

“我们是先有城市， 后有地铁， 因此地铁位
置的选择受到很大制约。”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城市交通研究所所长赵杰， 在接受中国青年
报采访时举例， 西直门地铁站在规划时， 根本没

考虑复杂的换乘系统， 后来需要做通道换乘， 就
没有充分的弹性了。 而回龙观地区的轨道交通没
有跟地区规划同步进行 ， 也造成比较严重的问
题。

“我们应该提倡换乘设施的配套， 比如天通
苑地铁站附近就提供很多车位， 一天就收一两元
钱， 鼓励大家放弃开车进城。” 赵杰认为， 在新
开发的区域， 交通设施规划和地区用地开发一定
要尽可能同步进行， 以方便行人换乘为最大目
的。

方便行人意味着在做规划时就充分听取公众

意见，使民意征集成为公共政策不可分割的环节。
调查中，多达94.5%的人表示，支持把民意调查纳
入公共政策制定程序。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郑方辉教授认

为，将民意调查纳入政府决策流程，是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要求，也是我们政府执政为民的体现。不
过， 他也表示目前的民意调查 “形式的成分多一
些，实质的成分少一些”。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二十六条规
定：“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 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
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
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赵杰认为， 尽管法律要求规划制定事先征集
公众意见，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吸取公众意见往往
不够充分。这主要是因为现在工程建设速度很快，
各机构都有限期完工的指标。如果意见比较多，可
能延误决策时间和工程进度。此外，民意征集的方
式是否公正、合理，也决定了公众的声音能否得到
真实反映。

调查显示，在公众信赖的民意征集方式中，有
68.3%的人选择“公示，并留下电话或信箱供建议
人主动提供意见”，59.0%的人选择“随机抽样民意
调查”，44.1%的人选择 “听证会”，36.5%的人选择
“座谈会”。

郑方辉表示， 目前一些官员对民意调查存有
顾虑，调查机构质量参差不齐，民众不太习惯接受
民意调查等， 都是导致民意调查在实际政策制定
中难以发挥作用的原因。

赵杰认为，政府承担的事情很多，不一定能兼
顾各方面的声音，所以应该委托社会力量，比如民
间机构、专业调查机构等，收集大家对公共政策的
需求和评价。

调查显示，对于各种实施民意调查的机构，公
众的信赖程度也有明显区别。其中，媒体的受信赖
程度最高（53.9%），其次是民间社团组织（51.3%）。
其他机构的排序依次是：网站（45.5%）、市场调查
公司 （36.5%）、高校科研院所 （24.0%）、政府部门
（21.7%）。

社工人才缺口大 七成人感觉社会认同不够
民调揭示社工人才最缺乏的三大领域：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区服务

本报记者 向 楠

实 习 生 张锐珏

近日，北京市出台规定称，北京地区普通高
等学校专科以上学历的非京籍应届、 往届毕业
生，如报考社会工作者岗位，并连续两年考核合
格，即可获得北京户口。 此规定一公布，立刻引
发公众热烈讨论。

上周，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
中国网与新浪网， 对2056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16.7%的人表示自己享受过社工服务。 34.4%
的人表示自己对社工的工作性质有所了解，但
表示“非常了解”的人只占8.4%。

75.3%的人认为自己身边缺
乏能提供专业服务的社工人才

今年1月，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宋贵伦表
示，北京市理想的社工规模应在3.8万人，但目
前全市社工人数只有2.8万，社工人才缺口达万
余人。社工人才缺口大的地区不止北京一个，全

国其他地区也正面临同样的难题。
除了“缺口大”，社工“留不住”的问题也同样

非常严重。 据《京华时报》等媒体报道，2009年，北
京市社工的平均流失率达50%， 部分区县的流失
率竟然高达三分之二。

此次调查中，75.3%的人直言， 自己身边缺乏
能提供专业服务的社工人才。 其中，23.9%的人表
示“非常缺乏”。

具体而言， 受访者认为当前社工人才最缺乏
的三大领域分别是：社会救助（66.5%）、社会福利
（61.8%）、社区服务（56.8%）。 接下来还有：法律维
权（52.2%）、医疗服务（51.6%）、心理辅导（48.6%）、
社会行为矫正（43.2%）、就业服务（41.3%）、家庭婚
姻服务（28.0%）等。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何

雪松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
社工发展成熟的国家和地区， 社工的数量一般要
占到总人口数的千分之二左右， 按照这一比例来
看，我国社工人才的缺口无疑还非常大。

为何社工人才缺口大、留不住？
北京市某高校2010届硕士毕业生董君 （化

名），现在是北京市宣武区某社区服务中心的一名
社工。一年下来，当初和他一起被选拔为社工的人
已经走了近三分之一。究其原因，董君认为是工作
太辛苦，工资太低，“社区的情况比较复杂，要做好
社工必须付出大量精力， 平时和节假日还经常加
班。 可是，我们的工资却非常低，只够勉强维持基
本生活，根本没有吸引力。 ”

“在了解了社工的工作内容与工作环境后，不
少大学生就觉得自己这么高的学历还做这种工作

实在太委屈，与家人对自己的期望也相差太大。 ”
董君说。

北京市宣武区禄长居委会工作人员贾女士，
共事过好几拨儿大学生社工。她发现，在这些人里
不乏只是为了混户口的年轻人。 “有些大学生社
工，刚入职就盘算着怎么做兼职挣钱，什么时候辞
职考公务员，工作态度非常不好。大学生来做社工
之前，应该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如果只为了混户
口，那还不如不来。 ”

在上海市青翼社会工作人才服务中心项目合

作部经理陈虹看来，社工人才缺口大、留不住与当
前高校中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模式有关。 由于我
国高校社会工作专业起步较晚， 大部分课程都引
进自国外，还没有形成本土化课程，培养出来的人
才很难适应对社工人才的现实需求。

“并且，当前社会上对社工的理解与认同程度
也不够，不少人认为社工就是义工、志愿者，而且
还没有居委会大爷大妈有经验， 拿国家的工资完
全没必要。 ”陈虹说。

调查中，受访者认为社工人才缺口大、留不住
的两大主要原因是：人们对社工不认同，社工的社
会地位低（70.1%）；社工工资低（69.3%）。

其他原因还包括： 社工人才的培养机制落后
（59.5% ）； 社工工作不稳定 ， 工作前景不明朗
（58.9%）；社工工作繁琐劳累（57.4%）；社工职业资
格认证机制不健全，专业化程度不够（56.5%）等。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 社会工作硕士中
心主任彭华民教授指出， 当前我国社工工资普遍
较低，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并且部分地区的社工工
资还拖欠不发；其次，社工的社会声望也非常低。
很多人只推崇能赚钱的工作，瞧不起社工。 另外，
人们对社工工作本身也存在一定的误解， 不少人
认为社工什么都干，忽视了社工的专业性。“试想，
当一个受过专业社工训练的大学生， 被分配到社
区里去组织篮球赛、收水电费等，他怎么能在工作

中产生专业认同感？ 又怎么能长久地干下去呢？ ”

80.1%的人建议提高社工的社
会认同度

调查显示， 对于北京市以户口吸引社工人才
的做法，25.6%的人表示“完全支持”，10.4%的人表
示“反对”，大部分受访者（55.0%）虽然表示支持，
但认为其并非根本性措施。

怎样才能解决社工人才缺口大、 留不住的问
题？ 调查中，排在前两位的措施分别是：提高社工
的社会认同度 （80.1%）； 提高社工的工资待遇
（72.7%）。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主任马丽庄教
授曾说，如果社会需要优质的服务，就需要用相适
应的价格去购买。 ”彭华民教授认为，我们急需建
立起一套与公务员工资体系挂钩或持平的社工薪

酬体系，为社工提供合适的报酬。
“在香港，一提到某人是社工，大家都会非常

尊重他。 因为在他们眼里，社工服务于社会，是社
会的医生。内地目前做得还很不够，我们需要给予
社工更多的关注、关爱、支持与尊重。 ”彭华民说，
同时，我们还应重视对社工专业人才的培养。 “与
去年相比， 今年报考我们院社工专业研究生的人
数有了大幅增长，达到220多人，居全国第一。 但
是，对于巨大的社会需求而言，这还远远不够。 ”

何雪松建议， 应该建立起一套社工人才的职
业等级体系， 政府也应该更多地从一线社工中招
聘公务人员，扩大社工的发展空间，使社工的职业
前景明朗化。

调查中受访者的其他建议还有： 完善社工晋
升通道，让社工从业者看到前景（67.4%）；加大社
工专业化程度 （59.2% ）； 增加社工人才数量
（38.5%） 等。

2009年8月24日，北京人民医院
首创社会工作服务部， 为患者提供心
理疏导服务。 CFP供图(资料图片)

撤侨亲历者讲述：

利比亚大叔腾出儿子洞房
存放我们的重要物资

实 习 生 孙 婧

本报记者 唐 轶

3月6日凌晨， 北京企业最后一批驻利比亚劳务人员全部
安全撤离回国。北京建工集团职员江源，经历了这场撤离。江
源在去年11月2日赴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工作。今年2月起，利
比亚爆发的冲突及流血事件不断升级。在利比亚亲历战乱、撤
离的日子，是江源至今挥之不去的回忆。

中国青年报：还记得战乱最初爆发时的情况吗？
江源：有天早上5点，我被轰鸣声吵醒。当时天还没亮，朦

胧中我看见一排直升机低飞而过， 远处隐约传来枪声和叫喊
声。那天我的朋友正元特意打电话来，让我在家里老实待着。
但我好奇，和随行的阿拉伯语翻译软磨硬泡，他终于答应在换
煤气时带我上街。

我俩开着车，连转两家液化气供应站，门都紧锁着。赶到
第三家时，我们得知运气车刚开进去，门口等待换气的队伍已
经排到了30米开外。四周只有蔬菜店和副食店还在营业，旁边
的纸板上用红黑色字写着“鸡蛋已售罄”，每个店门口都排起
了长队。 翻译感叹：“利比亚人大概都不记得上一次排队是什
么时候。”

中国青年报：看来社会动乱对当地经济影响很大。
江源：对。之前0.5个第纳尔（约2.5元人民币）就能买20个

面包，1.5个第纳尔买一罐液化气。 如果有3万～5万第纳尔，就
可以盖起花园别墅。可是战乱后，银行早已停止营业，第纳尔
出了利比亚就成了一堆废纸。我可以感到人们的焦虑和恐慌，
我亲眼看着物价翻了一倍，男女老少全出动往家里囤运粮食，
超市里米、面、鸡蛋全部卖光。

中国青年报：你害怕吗？
江源：在那种状况下，以前很多愿望都变得微不足道。我

曾希望可以从的黎波里一路向南， 驱车驶入大沙漠里看沙丘
和日落。然而在战乱中，我想得更多的是，万一出门就被流弹
击中了呢？万一睡着时屋子就被放火烧了呢？

其实战争的可怕，是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所暴露的人性。
在的黎波里港口等待撤离时，一位阿拉伯妇女走近我，用不流
利的英语羞涩地问：“您能给我点儿食物吗？”我刚想掏出一个
冷馒头给她，身旁的大姐一把拉住我的手：“傻丫头，吃的得自
己留着，船又不听你指挥，你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呀！”结果我犹
豫了一下，坐直了身子。在此之前，打死我也想不到，我会为了
一个馒头而无视一位美丽女人哀求的眼神。

不过，就在那时我想起了一件事，使我改变了主意。撤离
前一天，在街道已经设卡封锁的情况下，55岁的当地人贝鲁宁
和他13岁的小儿子开着小货车，帮我们转移物资。他还腾出本
来留给大儿子结婚用的屋子，给我们存放重要物资。贝鲁宁还
不顾物价飞涨粮食面临断货的危险，给我们一行6人做了当地
传统食物“库斯库斯”，让我们吃饱了上路。离别时，他重重地
握着我的手，目光里满是歉意，仿佛打仗是他的错一般。我很
难过，一旦真正打起来，我们至少还有祖国可以回去，没了工
作可以再找，丢了行李也可以再置办。但对于贝鲁宁一家以及
像他们一样的利比亚平民来说，战火纷飞，通货膨胀，流离失
所，骨肉分离，那样的灾难，不知道多久才能结束。

想到贝鲁宁大叔，我从袋里翻出两个冷馒头，塞到那位阿
拉伯女人手里。 我可能没有能力帮助面临艰险生活的利比亚
平民，但我至少还能让眼前这位妇女不因为饥饿而如此难受。

中国青年报：你们撤离顺利吗？
江源：撤离的那天早晨，我们去工地了解情况，结果被一

群外国雇佣工人围在中间。他们翻来覆去地重复着3个英文单
词：“Please help us！” （请帮我们！）原来，该工地上百名孟加
拉国工人拿到工资后便就地解散， 但无处可去的工人们依然
留在工地，守着他们剩余不多的粮食。然而那时，除了他们自
己的使馆，没人能帮得了他们。

我当时眼泪夺眶而出，在这样无助的境地里，我们知道祖
国在为我们担心，知道同胞在为我们努力奔走，知道家人彻夜
守在电脑前陪我们一起失眠是多么幸福和踏实。

2月26日～27日，我们在港口滞留了8个小时，那两天都是
大风大雨的天气，所以船一直没办法起航。我们一直冻得瑟瑟
发抖。27日下午3点，我们突然接到通知，失去控制的黑人务工
人员已经占领码头。于是，船匆匆起锚离港。刚开出大约20米，
我们就看到候船厅的玻璃门被砸破， 几百名其他国家的侨民
涌上码头。 我不知道他们还要等多久， 只有在心里默默地祈
祷，希望能有足够的船让更多的人们远离战火。

中国青年报：后来呢，你们是直接回国的吗？
江源：船一出港口，就遇见了暴风雨，十几米高的大浪，一

个接一个地打来。那条限载300人，仅限内河航行的小船上下
颠簸，船舱里的呕吐声、哀嚎声此起彼伏。大概8个小时后，我
听到一阵欢呼，小船终于抵达马耳他港口。

我们到达马耳他后，就有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来接我们，
把我们安排到马耳他旅馆。旅馆里住了150个中国人，此外还
有菲律宾人、印尼人等。听说中国使馆还要安排从班加西、米
苏拉撤来的同胞回国，那些船上有4000多人，其中有很多人受
伤或患有疾病。

当地时间3月5日凌晨5点，我们匆匆赶到机场，得知因为
大雾航班要晚点起飞，并且只能随身携带一个拉杆箱。中国使
馆的一位政务参赞在机场为我们送行， 他一一握住我们的手
说：“你们辛苦了！现在没事了，大家就要回家了。”

飞机飞了12个小时，我几乎睡了12个小时。大家都好累。
当飞机缓缓降落到上海虹桥机场，我们走下舷梯，赫然看到公
司的横幅“欢迎回家”。因为是最后一趟撤侨飞机，各路媒体记
者早就守候在机场。踏上祖国土地的一刹那，大家抱头痛哭，
伴随着重生的喜悦，担忧和恐惧在那一刻尽情地释放了。

江源和

利比亚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