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 豪

若要盘点近期网络世界最热的流行词，“土豪”

无疑会高票杀入排行榜前列。 这个原本带有明确历

史意义和贬义色彩的词，经过“网络造词运动”的重

新赋义，瞬间传遍网络。

“土豪”原指在乡里凭借财势横行霸道的坏人，

现在网友却用它来形容无脑消费的人， 用于讽刺那

些有钱又很喜欢炫耀的人。“土豪”简单解释就是“很

土的富豪”。

网友还将土豪分了级别，“入门型土豪” 一般是

这样的：身材魁梧，爱冒险，爱去夜场泡妞，喜欢开切

诺基、牧马人，在城市里一般开路虎、宾利，账户里的

数字基本在千万元左右， 股市和理财产品过亿元。

“中档土豪”更为低调，一般是企业家，身材标准，穿

着讲究，在国内有些知名度，但不太高，有自己的圈

子，出入无需保镖，也不张扬，习惯性面带微笑。 “高

档土豪”则“参见王石”。

有人分析说，“土豪” 这个词实质上表征的是迥

异于“屌丝”的另一类身份。 “屌丝”多用于戏谑式自

嘲，而“土豪”则主要用在调侃他人的场合。“土豪”这

个词的流行，生动地映照出了一些新富群体的“暴发

户心态”。 而那些被贴上“土豪”标签或时常表现出

“土豪

style

”的群体，也有必要反思为啥自己富而不

贵了。 新 新

新加坡养廉并非靠高薪

过去

,

我们认为新加坡公务员总体保持清正廉

洁有两大原因

:

一是对公务员有极其严格的法律限

制；二是“高薪养廉”。 前者是事实

,

但“高薪养廉”则

有待探讨。

新加坡公务员“高薪”的范围很小

,

只有总统、总

理、部长、副部长等极少数高级公务员享受极高的薪

水。 高薪目的是吸引优秀人才为国家服务

,

但不大可

能以此“养廉”

,

因为人的欲望一旦被勾起就会越来

越无止境。新加坡主要还是依靠廉洁文化氛围、严格

可行的管理、严厉有效的监督等综合机制。

新加坡普通公务员收入的大致参照是企业同级

人员收入的三分之二。

2010

年有媒体称新加坡公务

员收入不如筑路打桩工

,

对此

,

新加坡几位资深公务

员认为

,

因为工作性质、社会地位、劳动强度、工作环

境和压力都非常不同

,

即使普通公务员的收入真不

如筑路打桩工

,

不少人还是愿意当公务员。

严格的法律的确是反腐利器

,

但并不万能。 古语

说

:

“国将亡

,

必多制”“奸人巧法以免诛”。国家最重要

的基础是道德

,

如果社会道德沦丧

,

国家面临危机

,

就

不得不通过外在的硬性法律规章约束人们。 但法律

只能约束住良人

,

奸人总会找到空子钻。 所以新加坡

在强调法制的同时

,

也非常注重道德培养。

稳定不仅需要道德和法律

,

让民众“安居乐业”

的经济也是重要支柱。 新加坡贫富差距并不如人们

想象中的小

,

甚至可以说比较大

,

有一段时间已超过

国际公认的危险线

,

但很少影响到社会稳定。 社会是

复杂的

,

不会因某个单独因素就产生不安。 如果社会

主体居者有其屋

,

勤者有其业

,

医疗有保障

,

教育少压

力

,

即使贫富分化比较严重

,

大致也不会影响到总体

稳定。

新加坡低收入人群不少

,

但大多也能以较合理

的价格购买住房

,

子女教育问题大致能得到相对合

理的解决

,

闲暇时也可在公园、海滩野餐烧烤。 有安

居之地

,

不用惶惶不可终日

,

能大大缓解压力

,

化解对

社会的怨气。这是社会心理问题

,

是政治问题

,

而不只

是经济问题。

新加坡的经验我们一直非常重视并常常借鉴。

我们自己在历史上也曾有一些好做法

,

但没有坚持

下来。 然而不经历

,

就难以明白其中的道理。

冯 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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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中央巡视组今年第二轮巡视已经部

署

,

将分

10

个组开展巡视

,

山西、吉林、安徽、湖

南、广东、云南、新华社、国土资源部、商务部、三

峡集团等被列入巡视范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央对巡视工作高度重视，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和部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党内外引起了

重大反响和广泛关注。 日前，中央纪委监察部网

站推出特别报道《中央巡视工作如何开展》，使社

会各界和广大网友能够进一步了解中央巡视工

作。

巡视：

党内监督重要形式

巡视是党章规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加强党

的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重

要手段，是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目前，党的

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

建立专门巡视机构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

成员进行巡视监督。

任务：

发现问题形成震慑

中央要求，巡视组要明确自身定位，履行监

督责任，当好党中央的“千里眼”，找出“老虎”和

“苍蝇”，对违纪违法问题早发现、早报告。强调巡

视工作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围绕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这个中心开展， 把发现问题、

形成震慑作为主要任务。

工作中，要突出四个重点：一是要着力发现

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

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二是要着力发现

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

之风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三是着力

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

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搞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

四是着力发现是否存在买官卖官、 拉票贿选、违

规提拔干部等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

职责：

巡视党组织领导及成员

党的中央委员会成立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向

中央负责并报告工作。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主

要职责包括：一是贯彻党的中央委员会有关巡视

工作的决议、决定；二是研究决定巡视工作年度

和阶段计划、方案；三是听取巡视工作汇报；四是

研究巡视成果的运用，提出相关意见、建议；五是

向党中央报告巡视工作情况；六是对巡视组进行

管理和监督；七是研究处理巡视工作中的其他重

要事项。

党的中央委员会设立巡视组， 承担巡视任

务，向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并报告工作。 中央

巡视组负责对下列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

行巡视：一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同级政府

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二是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大常委会、 政协委员会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

员；三是中央要求巡视的其他单位的党组织领导

班子及其成员。

程序：

准备

→

了解

→

汇报

→

反馈

→

督办

巡视准备：向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和中央组

织部、审计署、国家信访局等了解被巡视地区、单

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有关情况，研究制

订巡视工作方案，向被巡视地区、单位印发巡视

通知等。

巡视了解：向被巡视地区、单位通报巡视目

的和任务，公布巡视组监督的范围、工作安排和

联系方式，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被巡视地区、单位

存在的问题。 巡视期间，发现领导干部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等问题，及时向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报告。

巡视汇报：巡视了解结束后向中央巡视工作

领导小组报告巡视情况，主要反映巡视发现的问

题、提出意见建议。

巡视反馈：向被巡视地区、单位反馈巡视发

现的问题，提出整改的意见建议。 反馈工作应体

现从严治党的精神，严肃认真，形成震慑。

移交督办：对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的

事项，依据干部管理权限和归口管理、各司其职

的原则，分别移交中纪委、中组部有关部门或中

央有关职能部门处理并及时督办。 对被巡视地

区、单位的整改情况，以适当方式开展监督检查。

北 晚

瑞士人“攒时间”养老

“把时间存起来，等自己老的时候再用。 ”在瑞

士，一场用“时间银行”养老的革命正在悄然兴起。

“时间银行”由瑞士联邦社会保险部“开发”，即

人们把年轻时照顾老人的时间“存”起来，在未来自

己需要照顾时，再拿出来使用。申请者必须具备身体

健康、善于沟通、充满爱心等条件；义务照顾需要帮

助的老人， 其服务时数将存入社保系统的个人账户

内。

今年

66

岁的克里斯蒂娜

2011

年从一所中学退

休。她觉得自己仍充满活力，希望平时能多做些有意

义的事。刚好瑞士圣加仑市推行“时间银行”养老，她

就到当地社保机构的“时间银行”申请照顾老人。“时

间银行” 工作人员负责帮克里斯蒂娜找到服务对

象———

87

岁的老人利萨。 她每周去利萨家两次，每

次

2

小时，帮老人做些家务，如整理房间、推着老人

出去散步、到超市购物、聊天等。 在服务了

1

年后，

“时间银行”最终将工作时数统计起来，并颁发给克

里斯蒂娜一张“时间银行卡”。她高兴地说，帮助别人

给自己带来许多乐趣。

“时间银行”还设立了门户网站，义工及需要帮

助的老人可互相交流信息。对于那些已经把时间“存

起来”，但最后由于各种原因（如住进养老院等）不使

用“时间”的老人，也可把这些小时数折合成一定的

奖励。

几年来，圣加仑市的“时间银行”试验取得圆满

成功， 去年该市还立法支持此类养老。 而在其他地

区，“时间银行”也正在广泛开张。瑞士联邦社保部副

部长格尔特耐尔认为， 这种养老方式符合时代的发

展。目前的家庭关系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不能完

全指靠家里人了。 圣加仑市社会事务部门官员梅尔

汉斯则说，“时间银行” 养老服务与传统的养老院和

“在家养老”服务并不存在竞争关系。 它是“在家养

老”的一种补充，可以集全社会之力，让古老的传统

重新焕发魅力。

“时间银行”养老还解决了其他社会问题，比如

可驱赶老年寂寞感，收获相互之间的友谊。很多瑞士

民众也支持这种养老方式。 瑞士《每日导报》调查显

示， 一半以上的瑞士年轻人也希望参加这类养老服

务。 这也为国家节约了养老开支。 生 命

先秦时期定义“老人”概念

“六十曰耆”

周代规定“九十者其家不从政”

家有

90

岁老人全家都可不服徭役

早在上古三代，“老人” 的概念和标

准已被明确。 《礼记·曲礼上》记载

:

“六十

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

耄……”大概意思是，人到了

60

岁，就算

老年人，可以指使人干活；

70

岁身体各项

机能进一步衰退，应该交代家事，把该安

排的都安排好；

80

岁、

90

岁，已是耄耋老

人……

先秦时期如何养老？ 首先是关注老

年人的饮食。 《礼记·王制》曾详细记载：

从

50

岁起，就供给细粮吃；到了

60

岁 ，

还要准备隔宿的肉食；到了

70

岁，则要

增加副食；到了

80

岁，要经常供奉珍馐

美食。 至于

90

岁的老人，因行动不便，饮

食消费已没规律，可能随时要吃要喝，要

在老人的床前伺候，如果老人出游，最好

是带着食物跟着他……在夏、商两代，朝

廷还会在仲春和孟冬两季给鳏、寡、孤、

独者发放粮食等生活必需品。

为让子孙更好地赡养老人， 周代实

行有老人的家庭可减免徭役的政策。 如

果家中有

80

岁以上的老人，儿孙中可以

有一人不服徭役； 如果有

90

岁老人，则

全家都可以不服徭役，此即“八十者，一

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一说。

上述主要是对“家庭养老”模式所作

出的规定， 先秦时期还提出了 “国家养

老”概念。

能享受国家养老待遇的主要是四类

老人：一是相当于公民道德楷模的“三老

五更”；二是相当于烈士家属的“家中之

老”；三是相当于离休老干部的“致仕之

老”；四是相当于五保户的“庶人之老”。

先秦时期的 “免费医疗” 尤其 “实

惠”，此即周代起实施的“养疾之政”。 当

时，在官府编制中专设“掌病”一职，负责

给老人“问病”。 据《管子·入国》所述，掌

病要定期看望老人，定期进行检查：有公

职者 ，

70

岁以上

3

天一问 ；

80

岁以上

2

天一问；

90

岁以上每天问一次；对民间老

人，每

5

天问一次。

对于患重病老人， 掌病要及时向国

君汇报，国君会安排出时间，亲自前去看

望老人。 但是，这项制度后来名存实亡，

成了老人的一种愿望。

汉代出现中国最早的

“老年人保护法”

《王杖诏令册》规定

80

岁以上

每月赐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

汉代是中国古代养老制度形成和发

展的重要时期， 推出了一套相对完备的

制度，特别是对“家庭养老”，有着极严的

规定和要求，对父母、祖父母等长辈不敬

不养，在汉朝系重罪。

为保证家庭养老的落实，汉律规定，

不赡养老人者或被“弃市”。 汉朝人的平

均寿命仅

30

岁，能活到六七十岁很不容

易，“人生七十古来稀”， 用在汉朝更贴

切。 因此，汉朝将“老人”的标准提前了

4

岁，即到了

56

岁就算老人。 《汉旧仪》中

所说的“未二十三为弱，过五十六为老”，

就是这个意思。

56

岁以上的人， 可以享有相应的老

人保障权益，如免除赋税。 汉朝规定，

13

岁至

56

岁的成年男女，每年要缴

120

钱

人头税，到了

56

岁，就可免缴这笔钱。 对

于

90

岁的老人，甚至连家属都可以享受

免除徭役的待遇。

除了减免赋税， 朝廷每年还会直接

给民间老人（庶老）发放食物。 如汉文帝

刘恒即位当年就下诏：

80

岁以上的老人，

每月赐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

90

岁

以上的老人， 每人再加赐帛二匹， 絮三

斤。

汉朝最让老人有尊严、 觉得幸福的

地方，应该是发放“老年证”。 当然，这种

老年证不是今天这样的小本子， 而是一

种叫“鸠杖”的实用物。

鸠杖，又叫“王杖”，顾名思义是帝王

赐予老人使用的拐棍， 它是一种特殊权

利的象征。 从史料和考古发现来看，给老

人“赐杖”的制度在汉朝被正式确立，开

国皇帝、 汉高祖刘邦曾做鸠杖赠送高龄

老人，开了汉朝赐杖的先河。 汉宣帝刘询

则使之成为一种制度，规定凡是

80

岁以

上的老人，皆由朝廷授予王杖。 但从张家

山汉简中的相关律令来看， 汉代较早时

曾是“七十赐杖”。

为了保证鸠杖的权威性， 汉朝出台

了相应的法规。

1959

年至

1981

年，从甘

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中先后出土了

8

根王

杖（鸠杖），还随之出土了《王杖十简》和

《王杖诏令册》木简。

《王杖诏令册》全文近

600

字 ，规定

了

70

岁以上老人应该享受的生活和政

治待遇，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早的“老年

人保护法”。 其中有一项规定：

70

岁以上

老人即使触犯刑律， 只要不是首犯就可

以免予起诉，继承了先秦时期老人“虽有

罪，不加刑焉”的制度。

唐代已关注老年人精神健康

《唐大诏令集》规定老人可有护工

“凡庶人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 养老制度更出现

了新的突破。 如北魏，首创了“存留养亲”

制度，此制度一直影响到晚清。

存留养亲，就是一种司法缓刑制度：

如果死囚、 流刑犯的家中有直系血亲需

要照顾，准许死囚在家“侍亲缓刑”、流刑

犯在家“存留养亲”，等家里老人去世后

再服刑。

在唐朝，养老制度备受皇帝重视。 据

《册府元龟》上所列资料统计，唐朝多位

皇帝下发有关养老诏令的次数多达

73

次，其中以唐太宗为最，在位

23

年下“养

老诏”

28

次。 而《册府元龟》所记并不全，

实际不止

73

次。

唐代继承了汉代给老人“赐杖”、“免

税”等诸多做法。 据《唐大诏令集》记载，

唐太宗在“即位赦”中曾特别提出，“八十

以上各赐米二石，绵帛五段；百岁以上各

赐米四石，绵帛十段；仍加版授，以旌尚

齿。 ”所谓“尚齿”，就是尊老的意思。

唐朝还曾有过一项“补给侍丁”的制

度， 官府免费给民间老人安排护工 （侍

丁）。 开元七年（公元

719

年）户令规定的

配给标准是：“凡庶人年八十及笃疾，给

侍丁一人，九十给二人，百岁三人。 ”开元

二十五年（公元

737

年），给百岁老人的

护工增至

5

名。

唐代甚至还有“精神养老”一说。 当

时 ，流行一个名词叫 “色养 ”。 所谓 “色

养”，说得通俗简单一点，就是奉养父母

时要和颜悦色，不能让老人不开心。 一代

名相、 时任司空的房玄龄， 不仅为臣称

职，赡养老人方面也是“道德楷模”，当年

房玄龄 “色养” 老人极为到位，《贞观政

要·孝友》称，房玄龄“事继娘，能以色养，

恭谨过人。 ”

在古代， 子女给老人脸色看、 不孝

顺， 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或许有鉴于

此，唐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

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 ”意思是，如果家

中有老人，子孙不能远走他乡，要待在老

人的身边，否则要被治罪，此项规定较好

解决了“空巢”现象。

梁武帝萧衍首建养老院

“孤独园”

宋代已出现各种养老机构

“福田院”“居养院”“养济院”“孤老院”

古代历朝在重视养老的同时， 也都

会根据本朝的实际情况， 出台一些具体

的敬老养老措施。 在免赋税方面，宋仁宗

嘉祐四年的诏令规定：

80

岁以上的老人，

免除其一子的赋税；明、清两朝的养老规

定差不多，但年龄提前到了

70

岁。 而且，

从宋代开始， 还出现了养老院等慈善机

构。

建“养老院”，起源于南北朝时期，高

寿皇帝梁武帝萧衍曾于普通二年

(

公元

521

年

)

，在都城建康

(

今南京

)

创办了“孤

独园”。 到唐朝，这样的养老机构已被推

广， 在武则天时代， 唐朝还开设了主收

贫、病、孤、疾者的“悲田养病院”。 但真正

让“养老院”这种养老方式流行起来的是

宋朝，北宋初年即开设名为“福田院”的

养老机构，后来又开设了“居养院”，南宋

则叫“养济院”等。 虽然名字不同，但都是

慈善性质的养老院。 入院老人的年龄，也

放宽到了

50

岁以上。 同时，民间养老院

也普遍兴起。 如洪迈《夷坚甲志》“刘厢使

妻”条，在与南宋对峙的金国兴中府，有

位叫刘厢使的汉族人，遣散家中奴婢，拿

出全部财产兴建“孤老院”。

元朝同样重视养老， 元世祖忽必烈

曾采纳汉臣刘秉忠的建议

,

逐步建立和

完善了元朝的收养救助制度， 当时各路

均设立养济院一所，救助、收养“诸鳏寡

孤独、老弱病残、穷而无告者”。

明、清两朝的养老院仍如南宋、元朝

一样 ，称为 “养济院 ”，朝廷继续发展官

办、民办等各种形式的社会养老机构。 明

代朱元璋还恢复了汉朝制度化的“赐杖”

与“赐爵”制度，在物质救济上，明太祖朱

元璋曾先后两次颁发诏令， 实行孤贫老

人终身养老。 一次是明洪武十九年

(

公元

1386

年

)

，一次是二十年

(

公元

1387

年

)

。

清朝则重视古老的“赐食”制度，多次请

全国老人到紫禁城内去吃大餐， 并取名

曰“千叟宴”，其中以乾隆年间最盛。

倪方六

中央巡视组工作方式披露

中国古代如何养老

全国老龄委最

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到

2013

年底，中国

老年人口总数将超

过

2

亿。随着老年人

口日渐增多，各种各

样的养老话题也备

受关注，从常回家看

看“入法”，到新修订

的《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正式实施；从该

不该弹性延迟领取

基本养老金年龄，到

以房养老靠不靠谱

儿……都成为全社

会热议的焦点。

其实，如何养老

并不是现代才有的

问题。 在中国古代，

除了 “以孝治天下”

的治国理念， 更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等尊老敬老的传

统美德。从史书记载

来看，几乎历朝历代

都有相当不错的养

老措施，只是这些都

是否落到了实处，尚

无考证———

V

i s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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