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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不武】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

度是反腐利器，但

并非反腐“神器” ，

没有必要夸大不动

产统一登记的反腐

作用。

【商兵布阵】

城市的夜生活，因

为她们的舞动而变

得积极又健康。

城市，与大妈们翩翩共舞

周家兵

中国大妈的名头响彻世界源于

“

购买黄金

”

和

“

跳广场舞

”。

前者挑战

华尔街金融大亨们

，

后者跳到卢浮宫

前广场上

。

晨曦掀开或夜幕降临时

，

大妈们

不约而同地聚拢来

，

在城市任意一个场

地上

；

场地大些当然好

，

小点也没关系

。

只要有那么一个平坦的地方

，

城市广

场

，

公园空地

，

小区平台

，

中心花园

……

不一而足

。

音箱有大有小

，

大的像个长

方体的小冰箱

，

扩音器

、

均衡器和功放

集中一体

，

还有

“

优盘

”

接插口

，

内置兼

容各种储存卡

，

方便实用

；

小的像收音

机

，

还自带显示器屏幕

，

里面可以播放

MP3

音乐

，

也可以播放

MP4

视频音

乐

。

老花眼的大妈们看东西怕近不怕

远

，

稍远更清晰

。

城市广场大

，

可容纳成百上千人

一起在夜色里翩翩起舞

，

伸伸胳膊踢

踢腿

，

扭扭腰肢甩甩头

，

前进三步退两

步

，

转转身体弯弯腰

。

前面有一个或者

几个大妈领舞

，

无论你是否会跳

，

参与

最重要

。

在人堆里

，

没有谁在乎你跳的

是否妖娆

，

只要你动起来

，

活力就来

，

只要你跳起来

，

自信就来

。

阵容是强大

的

，

队形是自发整齐的

，

节奏是一致

的

，

放松是满场的

，

好似整个城市都跳

动起来

。

人少的时候

，

往往是在花园小区

里面

，

几十个平方米的地方可能还是

花圃之间的间隙

。

小巧的音箱

，

粉红的

折扇

，

轻歌曼舞起来

，

几个或十几个大

妈

，

翩翩起舞

。

她们大都是相识的

，

这

点比子女们强很多倍

，

一个小区居住

多年不相识

，

最早相识的不是孩子们

，

就是老人们

，

特别是这些一早一晚一

起跳舞的大妈们

。

她们的舞姿是自由

随性的

，

是每天必上的早操

，

是每天坚

持做的功课

。

她们自娱自乐

，

自得其

乐

。

无论你来自农村还是城市

，

而今都

在这广场上跳起来

，

舞起来

，

随着节

奏

。

城市需要这样的舞蹈

，

生活需要这

样的舞蹈

，

给那些疲惫的灵魂和烦躁

的心灵唱一首安魂曲

、

跳一支交谊舞

。

每次在广场上看到那些自得其乐

的大妈们跳舞

，

都会为她们感动

。

她们

来自天南海北的不同乡村

、

城镇或都

市

，

她们都是追随孩子们而来

。

早餐

、

晚餐是她们忙碌的哑铃

，

中间是她们

空虚的握柄

，

要用买菜

、

洗衣

、

清洁

、

带

孩子和孤独来填满

。

她们辛苦忙碌了

大半辈子

，

但她们勇敢

、

无畏

。

她们最

害怕孤独和寂寞

，

她们想扎堆找人拉

拉家常

，

一起锻炼身体

，

养足精神

，

良

性循环地为子女们做好后勤工作

。

她

们有千万种的不适

，

却只有一个理由

留在孩子们身边

。

清晨

，

城市在她们音

乐声中慢慢地苏醒

；

白天

，

是她们坚守

每个住宅小区

，

才让城市饱含底蕴

，

充

满人情味

，

而不是安放躯壳的旅馆

；

城

市的夜生活

，

因为她们的舞动而变得

积极又健康

。

清晨和傍晚

，

她们候鸟样

飞来飞去

，

在这个城市找寻一片地方

歌唱舞动

。

她们为自己健康的生活而

舞动

，

为晚年生活的质量而跳动

。

在物

质丰沛的世界里

，

找寻自己的精神领

地

。

停下脚步

，

耐心看看

，

仔细听听

，

《

最炫民族风

》

好像是全国大妈们不约

而同的首选广场舞曲

。

广场舞是大妈们的晚年生活的翅

膀

，

无论每天多劳累

，

无论过往怎样的

经历

，

无论家里有多难念的经

，

都要在

路灯下面

，

或者在晨曦之中

，

跳出一身

的汗水和健康

，

舞出饱满的激情和精

神

，

这是如今生活富足的另一种奢侈

，

这是晚年生活健康幸福的翅膀

。

这双

隐形的翅膀

，

是年轻的孩子们事业打

拼强有力的后方保障

。

伴随着

“

你是我

天边最美的云彩

，

让我用心把你留下

来

，

悠悠地唱着最炫民族风

，

让爱卷走

所有的尘埃

……”

舞动起这双隐形的

翅膀

，

城市都像要跳动起来

，

活跃起

来

，

一起飞翔起来

。

如果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

有个贤惠的女人

，

那么一个繁华都市

的背后

，

一定有一群跳广场舞的中国

大妈们

。

（

作者系深圳市东方华策公司总经理

）

城市居民门前种菜让谁着急

周俊生

最近有网友爆料

：

上海的同济新

村内

，

不少底楼居民家门口的小块空

地被开垦成了菜地

。

网友将绿油油的

蔬菜拍成照片在网上发布

，

而且点赞

。

在全国上下抛弃农耕

，

建设城市

的浪潮中

，

上海这个大都市的一角却

出现了

“

农村化

”

的现象

，

这个充满了

逆袭色彩的事情自然被上海的新闻媒

体端上了版面

，

引动了读者的好奇

。

都

说大城市里的小孩由于从没接触过农

作物

，

因此已经不识五谷

，

因此这个新

村里这些零零碎碎的菜地也就成了一

个

“

科普教育基地

”。

同济新村是因著

名的高等学府同济大学而得名

，

新村

里住满了退休的老教授

，

据说有的菜

地就是由教授们开垦种植的

。

于是

，

在

田园风光之下便出现了教授们向孩子

讲授农作物知识的情景

，

也算有趣

。

但是

，

这一幕却使新村的管理者

很着急

，

小区居委会认为

，

这种在公共

场地种菜的行为侵犯了其他业主的权

利

，

因此是不能容忍的

。

如果一定要按

这些居民所居住的房屋的权利来说

，

他们所开垦的地块虽然很小

，

但毕竟

是在居所之外

，

已属于小区居民的分

摊面积

，

因此在这里种菜确实造成了

其他业主的权利损失

。

但问题在于

，

至

少从新闻报道来看

，

那些因居住条件

所限

，

比如住在楼上的居民虽然没有

参与种菜

，

但对楼下居民的种菜非但

没有反对

，

反而表示很羡慕

。

很多居民

认为

，

一楼居民在自己的门前屋后种

菜

，

并没有影响其他居民的出行

，

也没

有对环境造成破坏

，

反而形成了小区

内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

何乐而不为呢

？

其实

，

即使是小区的管理者也承

认

，

这些菜地并未对其他人造成影响

。

居民们自家种的菜

，

互不干涉

，

菜地里

也不施粪肥

，

不撒农药

，

整体看上去比

较美观有生趣

。

但是

，

权力自有权力的

逻辑

，

即使没有人向居委会投诉要求

主张权利

，

居委会也一定要让权力干

预派上用场

。

于是

，

就在前不久

，

同济

新村的居委会

、

物业和业委会组成了

一场联合行动

，

捣毁了小区内主要道

路旁的

20

余处菜地

，

自然引起了激烈

的争吵

，

好在不是在大马路上

，

没有酿

成公共事件

。

这个事件放在大上海

，

不过是

“

茶

杯里的风波

”，

不算一件大事情

。

但是

，

从这起事件中

，

我却看到了权力的天

性爱好

，

将其放大到我们身处的经济

环境中

，

也可看出问题所在

。

小区居民

种菜

，

从理论上说可以认为是一种经

济行为

，

这种经济行为完全是自发性

质的

，

但它很符合自由经济的生长逻

辑

。

一楼居民门前屋后的小块空地闲

置着

，

滋长杂草

，

滋生蚊虫

，

无人管理

，

在这个时候

，

即使号称小区内所有居

民对这些地块拥有权利

，

但这种权利

因为无法有效行使

，

其实也处于闲置

状态

。

但市场的缝隙就在其中产生了

，

有经济头脑的人看到了这个机会

，

将

其用来种菜

，

这让这部分空置的权利

产生了经济价值

，

权力就开始了干预

。

在这个过程中

，

权利的真正主人并没

有维权的要求

，

倒是小区的管理者按

捺不住

，

要对其干预

，

自然

，

干预的结

果便是菜地被毁

，

用一句高大上的话

来说

，

市场的活力由此被关进了笼子

。

底楼居民在不妨碍他人通行

、

不

影响小区景观的前提下在自己门前屋

后种些蔬菜

，

对于这种行为

，

管理者应

该禁止还是任其自由发展

，

这也检验

出我们的管理者对待民众自发的经济

行为的态度

。

对于老百姓来说

，“

法无

禁止即可为

”，

这是市场活力得以生存

并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

，

而对政府机

构来说

，“

法无授权不可为

”，

则必须是

它们奉行的一个准则

。

其实

，

对于这种

自发产生的经济行为

，

管理者需要做

的不是忙着扼杀

，

而是不妨做好服务

工作

，

将其提升为提高小区居民生活

质量的一个途径

。

现在一些小区内辟

有面积较大的绿地

，

如果建一个蔬菜

果园式的绿地

，

也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城市生活

。

（

作者系上海媒体人士

）

【海上评弹】

对于老百姓来说，

“法 无 禁 止 即 可

为” ，这是市场活力

得以生存并发展的

一个先决条件。

【儒林经济】

官官相护， 皆因共

同的利益， 绅绅相

护亦然， 兄弟相护

亦然。

不动产登记难承载过高反腐功能

刘武俊

6

月

10

日

，

备受社会关注的

“

不动

产统一登记

”

在湖南省启动试点工作

。

此前

,

国土资源部计划上报不动产统

一登记条例给国务院的消息

，

也引发

了热议

。

尽管国土资源部公开表示

，

“

不动产登记的客观出发点不是从反

腐

、

抑制房价考虑

”，

但公众对不动产

统一登记制度在预防和惩治腐败方面

的作用

，

依然给予了很高的预期

。

国务院已明确提出今年

6

月底前

将出台

《

不动产登记条例

》。

所谓不动

产登记

，

就是

“

物权公示

”，

是指将不动

产物权记载在国家设立的不动产登记

簿上

，

公民能够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的

记载来确定权利和保护权利

。

作为物

权公示手段

，

不动产登记本质上是产

生私法效果的事实行为

，

而非登记机

关的行政管理行为

。

不动产登记的实

质功能是保护不动产所有人的物权

，

反腐只是不动产登记的间接功能

，

不

动产统一登记及住房信息联网

，

客观

上让腐败官员的房产无处遁形

，

从而

提供反腐线索起到间接反腐的作用

。

国土资源部上报的不动产统一登

记条例

，

其中第

6

章第

72

条最为引人

关注

：

国家实行不动产登记依法查询

制度

。

权利人

、

利害关系人以及取得权

利人同意的单位和个人可以申请查

询

、

复制登记信息

。

人民法院

、

人民检

察院

、

公安机关

、

国家安全机关

、

纪检

监督机关等有权查询与调查

，

处理案

件有关的登记资料

，

不动产登记查询

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国土资源部门起

草

。

这意味着公众呼唤多年的

“

以人查

房

”

被正式写入条例

，

而

“

以人查房

”

承

载了公众的反腐期望

。

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

主要

是为了落实

《

物权法

》

的规定

、

依法保

护公民合法财产权

，

维护不动产交易

的安全

，

保护不动产权利人的权益

。

保

障公民物权

、

保护不动产权利人的合

法财产权利

，

是不动产统一登记的核

心目标

。

其他诸如保障不动产交易安

全

，

遏制公职人员房产腐败等目的

，

都

是从这一核心目标衍生出来的

。

不动

产登记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民事法律行

为

，

是判断不动产物权归属的重要依

据

，

也是不动产交易安全的重要保障

。

同时

，

将分散在多个部门的不动产登

记职责整合由一个部门承担

，

可以理

顺部门职责关系

，

减少办证环节

，

减轻

群众负担

。

当然

，

不动产统一登记在技术上

具有预防和遏制房产腐败的特殊意

义

。

近年来媒体曝光的

“

房姐

”、“

房

叔

”、“

房嫂

”、“

房婶

”

事件屡有发生

，

影

响恶劣

。

陕西神木龚爱爱事件就暴露

出我国在不动产登记方面还存在管理

混乱

、

分散登记等问题

，

房管局登记房

屋产权证

,

土地管理部门负责登记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

，

分散登记导致信息

难以统一

。

该登记的没有登记

、

该公开

的没有公开

、

该互通信息的没有互通

信息

，

登记和管理

、

运行与监控完全脱

离

，

导致

“

房姐

”、“

房叔

”

之类事件频

发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不动产登记制度

具有不可小觑的倒逼功能

，

倒逼着公

职人员廉洁从政

、

如实申报房产信息

，

把自己的房产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

。

不动产统一登记是物权保护的利

器

，

而非反腐神器

。

让不动产统一登记

承载过多的反腐预期

，

其实也折射出

现行反腐制度体系的缺失

。

假若能够

真正下决心全面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

度

，

让官员晒财产制度化和常态化

，

那

么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就完全可以有效

预防房产腐败问题

。

遗憾的是

，“

只听

楼梯响

，

不见人下楼

”

的官员财产公示

制度至今未能建立

，

就连官员财产申

报制度至今都没有全面推行

。

难怪公

众对不动产统一登记的

“

以人查房

”

寄

予了过高的反腐预期

。

要给不动产统

一登记

“

减负

”，

不宜承载过高的反腐

功能

，

就应当加快推行官员财产公示

制度

，

完善相关的反腐制度体系建设

。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是反腐利器

但并非反腐

“

神器

”，

没有必要夸大不

动产统一登记的反腐作用

，

与其让以

物权保护为主旨的不动产统一登记承

载过多的反腐预期

，

不如下决心推行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

扎扎实实地完善

相关反腐制度体系建设

。

（

作者系《中国司法》杂志总编

）

骨肉兄弟与金钱关系

王国华

范进中举后

，

人间冷暖世态炎凉

一下子呈现得淋漓尽致

。

原先老丈人

天天骂他

，

现在不敢骂了

，

还洋洋自得

地对人说

，

有我这个贤婿

，

还怕后半生

吃不上饭吗

？

当初多少有钱的富户都

要和我结亲

，

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

福气的

，

毕竟要嫁与老爷

，

今日果然不

错

。

此外

，

其他人巴结的巴结

，

投靠的

投靠

，

热闹非凡

。

城里的绅士张静斋也

来拜访

，

并迅速攀上了亲戚

。

说范进的

房师

———

高要县汤县令是自己祖父的

学生

。

这样推算

，

两人应为同辈兄弟

。

所以张静斋才说

“

我们是亲切的世兄

弟

”。

他不但送了

50

两白银

，

还要让范

进搬到自己在东门大街上的三进三间

大瓦房里去居住

。

范进连连推辞

，

张静

斋急了

，

说

：“

你我年谊世好

，

就如至亲

骨肉一般

，

若要如此就是见外了

。 ”

上

学时读到这句话

，

同学们都深刻地领

会到了

“

封建士绅的腐朽和虚伪

”，

以

前无任何来往

，

现在人家中了举人

，

你

马上就跟人家是骨肉兄弟

，

早干吗去

了

？

范进吃不上饭的时候也没见你送

一粒米过来

，

这会儿动辄骨肉至亲

，

“

骨肉

”

两字这么容易出口

？

不过今天再品这句话

，

似乎不像

当初那么反感了

，

虚伪还是虚伪

，

但似

乎也有那么点道理

。

因为按

《

儒林外

史

》

中的叙述

，

张静斋在接下来的来往

中

，

表现得的确像兄弟

。

首先

，

范进的

母亲去世

，

他出钱出力

，

跑前跑后跟着

张罗

；

其次

，

张静斋要讹和尚的田亩

，

找茬儿把和尚送往县府问罪

，

但这个

和尚也是帮着范进张罗丧事的

，

范进

一个名帖把和尚保了出来

，

张静斋也

就不好意思再接着闹

；

其三

，

为了弥补

丧事的亏空

，

张静斋掏钱邀范进一起

去高要县汤县令那里打秋风

。

有个朋友在做一门半死不活的生

意

，

这么多年过去了

，

我一直纳闷他靠

什么支撑下来

。

后来才知道

，

他的哥哥

也做类似的生意

，

在国内都有知名度

。

此友基本是挖哥哥的墙角

。

他从哥哥

那里骗不到现钱

，

就经常以哥哥的名

义在饭店签单

，

时不时在生意上捣乱

。

他哥哥不愿意收编他的残兵败将

，

又

撵不走他

，

这个生意场上的强人始终

拿弟弟没办法

。

兄弟关系是什么关系

？

在一般文字中

，

是一种纯洁的情谊

，

打

不断割不舍的牵挂

。

而现实生活中其

实比这个复杂得多

。

亲兄弟有利益交

叉

，

甚至有经常性的争论

、

争吵和争

夺

，

但又有着广泛的利益重叠

，

你花我

的钱我花你的钱

。

理直气壮吃你的拿

你的

，

毫不脸红和惭愧

。

没有经济来往

的兄弟情谊

，

只是镜中月水中花

，

看得

用不得

，

也不牢靠

。

民间历来有这样的质问

：“

穷在闹

市无人问

，

富在深山有远亲

。

我落魄的

时候为什么不巴结我

？”

但他为何要在

你落魄的时候巴结你

？

比如张静斋

，

他

也不是白白巴结范进

，

他要的是对等

。

我为你办事

，

你也要为我办事

。

相亲节

目中

，

某些男女都要求找一个无条件

疼爱自己

、

关心自己的人

。

人家就那么

傻

，

无缘无故疼你一辈子

。

人家肯定要

图你点什么

。

不是金钱但可能是比金

钱还重要的东西

，

比如性格

，

比如相貌

等

，

回报都是相互的

。

张静斋能从范进

那里得到什么可能的回报呢

？

我们分

析一下

：

范进中举

，

成为有目共睹的绩

优股

，

有了进一步考试和高升的机会

。

得到官位自然可以照应张静斋

。

即便

范进到此为止

，

只在县城做个乡绅

，

也

有了免除劳役和见官不跪的特权

。

县

里有事

，

县令原则上也要同他们商量

，

这就是话语权

。

如果他拧着来

，

跟谁都

顶牛

，

自己固然得不了利

，

但也会感到

不舒服

。

这种让别人不舒服的权力

，

才

是他真正的力量

。

张静斋一个人在县

城里成不了精

，

他必须依靠更多的同

类力量

（

含范进

），

谁来当知县都不敢

忽视了他们

。

范进在县城里混同样必

须依靠张静斋的扶助

。

官官相护皆因

共同的利益

，

绅绅相护亦然

，

兄弟相护

亦然

。

只要利益格局没打破

，

他们像亲

兄弟一样

，

有什么奇怪呢

？

（

作者系深圳作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