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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

对中国人而言，无论离
开故乡多远、多久，心中总
有一份对家的眷恋。许多
已在城镇落户的农民工或
年轻人也有一个共同的疑
惑：老家，还回得去吗？

自然资源部经商住房城
乡建设部、民政部、国家保
密局、最高人民法院、农业
农村部、国家税务总局，近
日对“关于农村宅基地使用
权登记问题”明确答复：农
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
法由城镇户籍的子女继承

并办理不动产登记。
简言之，城镇户籍子女

可 继 承 农 村 宅 基 地 使 用
权。在年初开始施行新《土
地管理法》、宅基地使用权
可流转的背景下，这一笃定
的回复，无疑给许多人服下
了 一 颗 定 心 丸 ——“ 农 二
代”可以放心外出打拼了，
已经在外打拼的也落叶可
归根了。

农村宅基地带有天然的
福利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
解决了农民的基本衣食来
源，宅基地使用权解决了农
民的基本居住问题。宅基

地使用权可由城镇户籍子
女继承，既是一种合乎历史
的制度安排，也体现了国家
对民众财产权的尊重。

此 番 七 部 门 的 明 确 答
复，将打消进城农民工，包
括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等“农
二代”的后顾之忧，让他们
回望家园时少一些犹豫、多
一份踏实。如此安排，也会
成为推动城镇化和城市反
哺乡村的一种助力。

宅 基 地 是 农 民 安 身 立
命之所，也是农民最后的退
路 。 农 民 工 、“ 农 二 代 ”进
城，满足了城市用工需求；

农民工、“农二代”回乡，可
以继续建设乡村。这一群
体 联 结 着 城 市 与 乡 村 ，是
中国现代化进程重要的推
动 人 群 ，在 各 项 改 革 制 度
安 排 中 ，必 须 切 实 平 等 保
障群体每一位成员的根本
利益。

城 里 有 房 ，农 村 有 家 。
千百年来，一处农村的宅子
是中国人情感的寄托，也映
射 出 一 种 合 乎 理 想 的 人
生。家宅之所，固本之基。
宅基地使用权可继承，是为
有序、健康的乡村城镇化建
设打下的坚实地基。

家宅之所，固本之基
宅基地使用权可继承，体现了国家对民众财产权的尊重，也会打消进程农民的后顾之忧。

□杨翘楚

只需200元，便可与15个姐妹
一起，共享几千块一晚的奢华酒
店，但不能在里面过夜，甚至连浴
袍都不能打湿，只能轮流拍几张
图，作为朋友圈美美的“展示”。

近日，一个网友抱着与“白富
美”做朋友的心态加入“名媛”社
群，发现这里却像一个升级版的拼
多多，豪车、名包、下午茶，为了拍
照一切都可拼单。

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美好本是
人之常情，从庸常的素材里剪辑高
光时刻同样无可厚非，但“拼单名
媛”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些画中
人不仅容貌经过微调，而且用物质
烘托出的身份都不是真实的自
己。浏览新闻，“制造名媛”“速成
精英”已成为一条成熟的产业链。
可以说，渴望轻而易举就被人欣羡
的白日梦只要存在，伪装“名媛”这
样不偷不抢却有些狡黠的生意便
很难绝迹。

“装的总归是装的”，选择拼单
是个人自由，抱团尝鲜也属正常消
费，但伪装“名媛”却难逃审美与文
化意义上的批判。毕竟，奢侈品的
品牌溢价来自它讲的故事，归根于
营销神话打造出来的消费生态。
所以，即便商品是正品，但如果那
份体验已被偷梁换柱，对应的符号
价值便也一触即破。

不过换个角度看，即便不是
“拼单”，动辄以奢侈品、头等舱、豪
华华服来“修饰”自己者，也难说不
是落入了这样一个“符号化”的圈
套之中。“名媛”一词的本意，指向
的本应是高贵的品格、卓越的才华
和对社群的贡献。傍身的掌声，绝
不是对物质财富的喝彩。但一段
时间以来，在广告、网络乃至影视
文化产品有意无意的误导下，有人
把个人价值、自我实现，窄化为背
名包、开豪车、出入高级场所的符
号表达。这种千人一面的所谓“名
媛”，便成为一些人的效仿对象。
是否得其形尚在其次，离其神早已
是千里之外了。

有人因为“拼单名媛”在一定
程度上戳破了所谓“高端”的符号
幻象，而视之为对消费主义的一种

“反击”。是的，被人创造出的商品
不应成为定义人甚至控制人的手
段。物质极大丰富是好事，但不能
让物质背离了“满足生存和发展所
需”这个原本价值。如果把能力的
标志、成功的表现、满足感的源泉，
都系之于物，难免就会心为物役，
也丢失了人之为人的本真。在校
生为买奢侈品陷入“套路贷”的故
事殷鉴不远，朋友圈伪装富豪行诈
骗之实的犯罪散见报端，在享受消
费的同时，我们也应对消费主义的
泛滥以及它背后的虚荣、浮躁多一
份警惕，加一分小心。

物质的洪流漫过心灵的堤防，
容易使我们忘记了仰望星空，忘记
了默观内心，忘记了真正的幸福。
积极地面对生活、坦诚地与人交
流，这不仅是自我修养的一部分，
也是闯荡社会的必修课。每个人
都希望能获得他人的认可，但在令
人惊艳的朋友圈背后，细水长流的
物质生活、有情饮水饱的精神慰
藉，恐怕才是情理之中的生活常
识。

“拼单名媛”
到底图个啥？

□南都

日前，湖南张家界警方
向媒体透露，涉嫌盗取当事
人 25.5 万元的张家界慈利县
公安局辅警唐虎，已被慈利
县检察院批准逮捕，涉嫌罪
名为贪污罪。据上游新闻报
道，这个辅警即在此前被爆
出“搞钱”风波的慈利县公安
局鲤鱼桥派出所任职，在协
助办理案件过程中，“记住了
被害人的银行账号及密码等
信息，然后登录自己的支付
宝转走被害人财物”。

“ 办 案 就 是 为 了 搞 点
钱”，本月上旬，时任鲤鱼桥
派出所所长刘鹏、指导员涂
绍吾被披露在办理武汉某公
司涉嫌非法经营一案中，多
次向涉案公司代表表示“办
这个案子的初衷，就是想搞
点钱”，引发舆论强烈关注。

张家界市公安局回应称，联
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一
经查实，将依纪依规严肃处
理。

好巧，“搞钱”的前情还
没查出个所以然，同一个派
出所的辅警的案件倒是实锤
了。连续两起貌似孤立的

“搞钱”事件，很难用巧合来
解释。现在看来，辅警“搞
钱”的手段、过程可以说非常
粗糙甚至笨拙，留下了大量
证据、痕迹，甚至其中一次转
账记录直接标注和指向自
己。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
什么支撑着协助刑事案件办
理的工作人员如此肆无忌
惮？无论是盗取还是贪污，
如此有迹可循的公然越界，
该辅警伸手之前难道就没有
进行过基本的风险评估？而
且很难不让人联想，此番辅

警涉贪与此前时任涉事派出
所所长的“搞钱”风波，是否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按照彼时涉事警员给出
的解释，“搞钱”的说法只是
误会，但在“所长办公室录音
取证”的这个所谓“误会”，似
乎对并不在场的其他参与办
案人员也造成了某种影响。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派出
所所长随口（而且多次）一说
的“搞钱”，与辅警高达 50 多
次的盗取被羁押人员账户款
项之间，是否能反证出部分
办案机关极端不规范执法的
恶劣风气？

回到“搞钱”案件本身，
武汉远成公司多人被湖南慈
利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予
以跨省抓捕，后即爆出办案
人员“办案初衷就是想搞点
钱”的录音风波。据称办案
人员“要价从 5000 万元一路

降到 800 万元”，远成公司代
理律师也曾向外界力陈本案
的管辖权争议，种种迹象让
人很难不对慈利方面办理本
案的动机产生疑问。从所长

“办案就是为了搞钱”到辅警
通过拙劣手段真的搞到了
钱，基于本案所涉案款已经
多次出现争议，以及其他多
例跨区域办案对“多金”案件
的热衷，有必要彻查“案款提
留”是否对一些地方办案机
关跨地区趋利性办案造成某
种客观激励。

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因具体执法行为“搞到钱”，
类似收费罚没与部门利益挂
钩的执法陋习，在刑事案件
办理过程中不能再被沿用。
需要建起制度屏障，让执法
与利益绝对隔绝，这不仅事
关个案公正，更影响到执法
公信力与法律权威。

在执法行为与经济利益之间建起一堵“隔离墙”
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具体执法行为“搞到钱”，类似收费罚没与部门利益挂钩的执法陋习，在刑事案件办理过

程中不能再被沿用。

办理落户需要多长时
间？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
县公安局通过开展“先网
上预约，后现场办理”给出
的答案是：周一至周五，每
天发放“人才、务工、经商
落户”号47个。由于号源
供需失衡，办事群众反映，
被“堵”在网上预约环节普
遍超过 1 个月，有的甚至
等待近 4个月。这种“方
便自己，为难群众”的部门
做法，随着国务院督查组
的介入，有望得到解决。

新华社发

“网约号”
有点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