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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

临近年关，“讨薪”这一关键诉求，折射

着治理的温度。

一段时间里，部分农民工兄弟不得不

面对“有苦说不出，有理无处诉”的现实困

局。如今除了相关部门和各地政府的行政

性集中作为，对于讨薪已经有了较为完备

的制度通道。据报道，2017年全国共办理

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44万余件，农民工受

援达49万余人次，成功讨薪83亿余元。国

家撑腰、各方重视、法律保障，有效维护了

农民工合法权益，农民工欠薪问题相较以

往已经有了明显缓解。

随着“讨”越来越有力量，如何减少

“欠”提上了日程。今年工资讨到手，明

年欠薪的“牛皮癣”还可能发生，有业内

人士直言，“欠薪这事，说复杂比造一个

原子弹还复杂”。比如建筑行业积弊已

久的“包工模式”，工程项目层层转包，大

包工头挣施工差价，小包工头挣人工费

差价，农民工工资支付的责任主体难以

厘清。从根源上看，拖欠农民工工资不

仅是一个谁应给钱、给多少钱的支付问

题，更是一个劳资双方利益如何分配、权

责如何对等的制度问题，这背后又涉及

建筑业市场秩序不规范、用工管理制度

不完善、劳动监察和司法保障不力等许

多深层次矛盾。

值得欣慰的是，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的制度堤坝正在构筑起来。2017年，从深

化建筑用工改革到开展劳务实名管理，从

推进施工单位参保到实行拖欠农民工工资

“黑名单”制度，一批改革举措密集落地。

为农民工讨薪开辟绿色通道，完善法律援

助的“末端治理”越用越顺，对劳务关系开

展日常监督检查的“中间把关”越抓越灵，

明晰劳资责任、简化劳资层级的“源头防

控”也越来越被重视，不敢拖欠工资、不能

拖欠工资的治理效果，通过制度改革正在

变成现实。

不久前，一项旨在培育新时期建筑产

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收

获许多点赞。此次《指导意见》在推动建筑

业农民工向建筑工人转变方面施以浓墨重

彩。一只脚踏入现代都市，另一只脚还留

在乡土中国，漂泊无根的状态，直接影响着

农民工享受正常的劳动保障。推动农民工

市民化，不仅是解决欠薪问题的治本之策，

同时更关乎提高生产率、激发资源重新配

置、缓解劳动力成本提高太快、开拓新的消

费需求，桩桩件件，都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实，老板们心里都清楚，与年前

“讨薪难”相对应的，常常是年后的“用工

荒”。伴随务工人员返乡过年，春节过后

总会出现工厂迟迟不能开工，以及各式

各样的“保姆荒”“护工荒”“外卖荒”。传

统一代农民工正在老去，年轻人普遍不

愿涉足苦脏累的行业，解决好工人的权

益保障问题，尽一切努力让劳资关系温

暖起来，恰恰是一些行业谋求发展的优

势所在。“别到没人干活才想起农民工”，

让农民工看到劳有所得、干有所值的希

望，收获同工同酬、同城同权的归属感，

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为企业乃至为全

社会储蓄未来。

农者有其地，来者有其尊，劳者有其

得，工者有其居，孤者有其养，优者有其荣，

力者有其乐，外者有其归。习近平总书记

在主政浙江时，曾以此八项目标引导解决

农民工问题，并强调关键在于“政者有其

为”。盼各级为政者切实拿出改革担当，给

农民工兄弟结清工钱、过个好年，让人力成

为最宝贵的社会财富，让人心成为最强劲

的发展动力。

用餐限时
这几年，很多家庭选择在除夕夜到饭店吃团圆饭。一些商家也

是瞅准了这一商机，在年夜饭预订上附加苛刻条件。不选套餐就得

有最低消费、用餐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强收服务费……有人吐槽，

饭店设置的这些条款，让年夜饭“变了味”。

这正是：除夕团圆宴，横生年夜烦。不沾霸王气，商客俱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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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某地模仿法国风格建

筑的小镇在网上热传。大到埃菲尔铁

塔，小到路灯、雕塑、植被，让人真假难

辨。有网友直呼，和巴黎相比，这里就

差一条塞纳河了。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据统计，中

国至少已有6座“凯旋门”，10余座“美

国国会大厦”，3座“埃菲尔铁塔”……

徜徉其中觉得很“洋气”，“摆拍”出来

像置身异域，让人不出国门就能体验

世界风情。这些建筑的出现，固然有

其出现的土壤，但“全心全意搞山

寨”，总归是附在别人文化表层的一

贴“狗皮膏药”。法国的巴塔兰克剧

院作为当代音乐史上的圣地，建筑虽

也融合了中国元素，但并没有因此而

丢失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恰恰是因为

其承载的巴黎文化，使之屹立 150 余

年仍魅力不减。反观国内的一些高

仿建筑群，哪怕是被冠以“中国的巴

黎”“东方佛罗伦萨”，做到极致也不

过是赝品，失了本国本土的文化精

神，有皮没瓤。

事实上，中国的建筑风格从来都

是兼容并蓄的，并不一味拒绝“洋建

筑”，关键在于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

呈现出建筑的文化主体意识。比如，

北京的前门大街，就是一个融合了中

西风格，呈现出独特建筑文化、民俗文

化积淀的特色历史街区。而人们之所

以质疑当下的一些西式建筑热，就在

于其舍本逐末、生搬硬套，缺少了对历

史的敬畏和对文化的理解。

与“模西建筑热”同样遭受诟病

的，还有“仿古建筑热”。有的地方，本

来并没有什么前朝风土，却乐于以古

街古巷为名，雕梁画栋，青砖粉墙，小

饰品假古董齐出，臭豆腐烤肉串并

售。如果前者是对西式风格的盲目崇

拜，后者则是复古思维的畸形生长。

“从街区历史找卖点，然后找投资，再

找规划设计、施工队”的仿古建筑公

式，对于西式建筑热来说，同样适用。

无论是抄袭西方，还是效颦传统，建筑

设计与规划的盲从背后，是对文化根

底不自知、对文化传统不自信。

建筑，既是文化的表现，也是生活

的沉淀。每个地方的建筑，都植根于

自己的历史脉络之中。千姿百态的开

平碉楼，集防卫、居住功能于一体，体

现了中西合璧的民居风格；马达加斯

加首都族群混杂，马来高脚草屋、非洲

木板棚与欧式教堂错落有致，多元才

是这里的和谐；而作为中国获得普利

兹克奖的第一人，王澍让每一层的每

一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和植物，“出则繁

花似锦，入则清净悠远”。房子可模

仿，文化难复制，只有立足于“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才能找到创新式融合的

思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我们

的文化与历史，已经给建筑留下了丰

富的馈赠。立足文化本体，深挖地域

特色，根深方能叶茂。北京如今大力

推动中轴线沿线重点地区综合整治保

护和申遗，就是因为那是老城的灵魂，

中华民族“内和外安”的文化基因、“左

右对称”的营城理念、“天人合一”的哲

学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这里，在人们记

忆中挥之不去。缺了非物质文化的滋

养，建筑即使再雄伟也缺少一条脊梁；

而有了乡愁和人文的淬火，哪怕穿越

千年，安身之所也能成为精神家园。

杨柳

动辄数万的高额彩礼、绵延数里的送葬队伍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地区婚

丧嫁娶讲排场、比阔气的现象比比皆是。原为寄托

祝愿或哀思的传统习俗演变成攀比炫富的“舞台”，

不少群众直呼“结不起婚，死不起人”。

鉴于一些农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之风愈演愈

烈，日前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开展移风易

俗行动，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

陋习。

正常的礼尚往来无可厚非，毕竟人人会遇红白

喜事，家家都有人情往来，但借“人情”之名行大操大

办之事要不得。如此现象不仅挑战公序良俗，还会

增加农民负担，导致一些农民家庭重新返回贫困；更

有甚者还会引发家庭矛盾乃至刑事案件等社会问

题，影响发展与稳定。

大操大办现象屡禁不止，一方面是因为在农村

人际交往中，一些人算起了人情收支的“经济账”，借

此增加收益，于是花样名目不断，你方唱罢我方登

场；另一方面则是所谓“面子”在作祟，把红白喜事办

得隆重当作孝心、爱心等。然而，互相攀比非但“攀”

不出孝心、“比”不出真情，反而加重了人情负担。中

国自古就有“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与其

死后厚葬，不如生前厚养；讲究婚礼风光，不如婚后

同心。

大操大办不仅铺张浪费，而且败坏社会风气，必

须下大力气予以破除。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包括乡村

组织发挥引导作用，促进农民转观念、树新风，倡导

村民戒奢崇俭，培育文明乡风、纯朴民风，为振兴乡

村提供更好的社会环境和风尚。

让农民工劳有所得干有所值
让农民工看到劳有所得、干有所值的希望，收获同工同酬、同城同权的归

属感，正是在储蓄未来

要有人情味
但不背人情债

与其死后厚葬，不如生前厚养；讲究婚礼

风光，不如婚后同心

建筑要有人文之根
缺了非物质文化的滋养，建筑再雄伟也缺少脊梁；而有了乡愁和人

文的淬火，哪怕穿越千年，安身之所也能成为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