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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手机活不下去”是一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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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这是在全面

深化改革背景下的一个重大举措。 根据改革决定， 基本养老保险方面， 单位按工资总额的

20%缴费；个人按本人缴费工资的 8%缴费，本人缴费工资高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 3 倍的部

分不纳入缴费基数，低于平均工资 60%的以 60%为基数缴费，即“300%封顶、60%托底”。

（详见本报今日AⅡ02版）（图 /薛红伟）

“据调查，年轻人平均刷屏时间为 6分钟一次。 手机似乎成了我们挂在身边的一个器官……

有没有想过，作为数字原住民的你，做一回数字难民，体验一回一个月不用手机的生活？ ”9 位大

学生主动进行了“逃离手机一个月”的实验。 （据 1月 14日中国青年报）

“没有手机活不下去吗”，几位大学生的实验证明并非如此。 人活在世，除了粮食、水和空气，

必不可少，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拦人类生存。 之所以有这个看法和实验，是因为一些人把手机放

到了一个不恰当的高度。

手机的本质是一种交流传播媒介，是一个工具。 信息化时代，手机让我们交流更通畅便捷。

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功能异常丰富，无论是工作、生活和娱乐似乎都与手机须臾不离，由此让人陷

入一种持续的“多任务”状态，将我们的生活占得满满，容不得一点时间缝隙和思考空间，也让我

们在长而久之的行为模式中形成心理依赖，接触初期产生的愉悦感渐渐演变思维定式，导致更

多的生理和心理隐患，甚至成为精神寄托，反过来又加大了对手机的依赖，形成恶性循环。

事实上，不只是手机，电视、电脑等电子产品，都可能像手机一样主宰我们的生活，而嗜烟、

嗜酒何尝不是另一种类型的“手机依赖 ”？ 当我们将注意力过度集中在某一个物品上，当我们明

明知道过度迷恋有害无益却欲罢不能，以为缺失了它难以生活的时候，便会形成心魔。 科技不断

发展，我们受益匪浅，但人类的很多能力却在退化，个人的社会交往逐渐淡化，对丰富多彩的现

实生活日益失去感受力和参与感，看起来是我们在把玩手机，事实上是我们被手机、电脑乃至生

活中习焉不察的烟酒等依赖品所奴役。

故此，“没有手机活不下去”是一个伪命题，手机也好，其他物品也罢，关键在于人们的把控

能力。 英国特需理疗师协会曾经发布警告，智能手机等设备正将使用者变成“屏幕奴隶”。 而要

想让自己成为手机的主人，先不妨通过自我约束逐渐减少不必要使用手机的次数，尝试着离手

机远一点。 在一些无聊、烦躁、心神不定的情绪过后，你会发现短暂的手机失联并不可怕，甚至还

有些许的新发现新乐趣，当然，短暂逃离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更重要的在于找到生活重心，认清

人与物的依存关系和根本区别，正确运用数字通讯时代的工具，正确对待新形势下的人际关系，

当我们善于利用手机等现代工具，而不是被手机所束缚，所限定，生活和情感日益丰富且多姿多

彩，心理调适能力、自控能力逐渐强大，“没有手机活不下去”哪里还会成为问题？

□斯涵涵

社会高度关注的养老金“并轨”改革终于有了明确时间表。 国务院 14 日对外公布，决定

从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意味着近 4000 万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将告别“免缴费”时代。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养老金“并轨”改革决定的公布，迈出实现公平养老的关键一

步。 一方面，这关键的一步着实不容易，凸显中央回应社会期待、力促养老公平的改革决心；

另一方面，改革刚刚起步，还有一系列配套制度政策急需完善细化，确保改革稳妥推进，顺利

落地。

作为改革中的“硬骨头”，破解养老金“双轨制”难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机关事业单

位现行的退休制度实行了近 60 年，养老金“双轨制”也并行了 20 多年，要化解历史积淀下来

的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间养老待遇差距问题，改革难度很大。 早在上世纪 90年代，一些地方

和行业就开始探索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2008 年国务院还决定广东等五省市先行开展试

点，但皆因是自下而上的探索难有大的进展。

要破解这一改革难题，必须有顶层设计，要自上而下推进。 此次国务院公布的改革决定，

显示了中央动真格的改革决心。“一个统一、五个同步”的改革设想突出了改革的系统性和协

调性，综合平衡前后左右的各种关系，如强调机关与事业单位同步改革，避免单独对事业单

位退休制度改革引起不平衡；强调改革在全国范围同步实施，保证改革顺利推进。

当前，社会各界对改革期望很高，如何确保并轨顺利推进至关重要。 改革不能一蹴而就，

要循序渐进。 从目前方案看，为确保能顺利推进，改革后的新养老标准与现在水平不会相差

太多，其中职业年金将发挥关键作用。 尽管不能立竿见影地缩小养老待遇差距，但随着改革

的深入推进、 企业养老待遇水平的逐年提高以及企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等补充养老的跟

进，养老公平的问题将会逐步解决。

鉴于改革牵扯全国公务员、医生、教师、科研人员等群体的切身利益，各地区、行业和单

位应及早制定更具体、更细化的实施方案，并针对“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逐步过渡”

的原则分类细化到位，不同类别适用怎样的政策，如何缴费，退休金如何计发，都要有具体操

作标准，改革的资金来源也需要厘清，确保改革平稳过渡。 同时，要注意平衡各方面利益关

系，落实好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标准等配套举措，确保“并轨”顺利，让每

个人都能拥有一个有保障的晚年。 （据新华社）

实现公平养老迈出关键一步

□韩洁

公民屡屡“被同意”呼唤落实法治思维

近日，武汉市一小区公共绿地被毁，用来建设临时

集贸市场，引发居民强烈不满。 当武汉电视问政督察员

核查时， 社区工作人员拿出了一份居民签名同意名单。

然而，当地方官员先后拨通了 10 位签名“同意”的居民

的电话，“同意居民”均表示不知情，“被同意了”。

武汉电视问政过程中出现的小区居民“被同意”，不

过是近年来类似问题的一个缩影。 在法治社会，程序正

义是保证实质正义的先决条件。 先不论毁掉公共绿地改

建集贸市场的合理性，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来讲，小区公

共绿地征用需首先征得公民的同意，而政府工作人员的

行为明显违反了这一法治原则。 （文 /图 据新华社）

爱国言论，怎可遭此嘲讽

香港演员赵雅芝微博晒了自己途经北京天安门广场时的一张私照， 并配文字分享自己

此刻心情说，“每次路过天安门都会深深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不料赵雅芝在

收获众多点赞的同时，也遭到不少网友的激烈吐槽———

一个公民表达自己的爱国言论和情怀， 是世界上任何一部法律都不会被禁止的正当权

利，恰恰相反，应该被法治所剥夺和限制的，倒是此类野蛮暴戾的攻击言论。（据《钱江晚报》）

雷人的午休费让谁脸红

湖南岳阳市第七中学近日被爆出向学生收取午休费———

在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的大背景下，午休费这种不合理、不合情的荒唐事件已经挑战了

公众忍耐底线。 是给教育机构提个醒的时候了：作为公立学校，别老想着从学生身上敛财，还

学生一个纯洁的校园环境吧！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