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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言观社

■沙 磊

近日，保障性租赁住房再度引发关

注。1月1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

保障司负责人潘伟在《“十四五”公共服

务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新闻发布会

中表示，将以人口流入多、房价高的城

市为重点，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十四五”期间，40个重点城市初步计划

新增650万套（间），预计可帮助1300万

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

官方数据显示，仅2021年，40个重

点城市已经筹集93.6万套（间）保障性

租赁住房，预计可帮助200多万新市民、

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这可谓是不

折不扣的民生大礼包。《规划》的公布犹

如阳光雨露，给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

送来冬日的温暖。

安居保障对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

重要意义。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是城

市发展的重要动力。他们在为城市注

入活力和创造力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

高房价带来的住房压力。加快推进落

实面向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保障性

租赁住房政策，将有力消除每一个奋斗

者后顾之忧，减轻青年群体住房压力，

激发青年群体创新活力，为城市增加人

力资本积累和知识技术储备，为产业结

构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为了将这份温暖落到实处，顶层设

计可谓下足了功夫。2021年《政府工作

报告》指出，切实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

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有效盘活存量住房资源，有力

有序扩大城市租赁住房供给。

《规划》显示，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

要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解决

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

房困难问题。

此外，《规划》还打出了住有所居领

域组合拳，明确了住有所居领域的公共

服务项目。其中，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公

租房、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普惠

性非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保障性租赁住

房、共有产权住房、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和住房公积金。

在“房住不炒”、住有所居的背景

下，书写好这篇大文章，还需要各地区

各部门主动破题破局。

其一，政府主导、分类施策。各地

方各部门要结合具体实际，制定出保障

性租赁住房前瞻性的发展战略，配套出

台相关发展规划，细化落实举措，将一

揽子暖心政策落到实处；积极培育市

场，调动多方力量，拓宽社会资本、国有

经济进入渠道，营造让各方积极参与的

市场氛围；通过多方战略运营与合作，

让保障性租赁住房迈出坚实发展步伐。

其二，探索路径、完善评估。我们

要清醒地认识到，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

落地后，部分环节、细节还需要不断完

善。特别是针对落地过程中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要及时研究对策予以解

决。同时，我们要有效评估监管，建立

健全需求表达和反馈机制，把住重点和

关键，这样才能较好确保流程走得顺、

服务做得好。

其三，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吊

高胃口、不过度承诺、不高攀标准。各

地方各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

调整，在增项、提标、扩面时，必须根据

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加强事前论证和风

险评估。通过探索积累经验，实现投入

有保障、服务可持续，分步推广实施。

让广大流动人口在为城市发展创造

价值的同时“住有所居”，共享城市发展

成果，才能点亮新市民和年轻人的“城市

梦”，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

背景：
近期，陕西省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形势引人关注。这期间，一份“西

安核酸检测点地图”成为热搜。程序员

许先生带领团队将官方公布的核酸检

测点与地图相结合，做出核酸检测点地

图小程序，方便市民查询，满足了众多

人的需求。同样在去年，在线“救命文

档”成为民间抗洪资源对接平台，帮助

了河南省、山西省暴雨受灾群众。有专

家表示：“核酸检测点地图、救命文档等

共享共用平台的频频出现，既反映了在

线协同编辑对应急管理的便捷性，也凸

显了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迫切性。”

@光明网：救命文档的反复出现，一

方面说明社会公众通过互联网自救互助

的意识和能力较强，另一方面也反衬出

数字政府还需进一步发力。之所以政府

部门无法提供类似于救命文档这样的创

新工具，就在于危机来临时需要快速响

应和敏捷开发，而这往往是一般政府部

门所不具备的资源和能力。政府部门对

于危机管理而言责无旁贷，但单靠政府

则可能独木难支。因此，如何发挥社会

的力量，使政府和社会携手共济渡过难

关，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唐鹏：每一次城市遭受自然灾害

的袭击或应急救援的不尽如人意，都会

掀起对“智慧城市”的社会性反思。我

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当一网统管、城市

数字化转型成为数字时代城市发展重

要议题时，城市管理部门除了要建立系

统内部的扁平化决策与协同体系，还要

充分利用好社会化的协作体系，以弥补

城市治理与决策的盲区，提升城市应对

突发风险的韧性与自愈能力。

@郝晓图：“信息救灾”“地图抗疫”能

最大限度缩小信息盲区，为纷繁复杂的

网络信息“降噪”。从河南、山西到陕西，

不断集纳的经验是完善政府救灾应急响

应体系的良方，为打造开放、共享和持续

迭代更新的公共平台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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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违规虚假修复谨防违规虚假修复
对征信构成二次损害对征信构成二次损害

■李英锋

“个人征信报告修复价格，一条

1000元至2000元。如果修复不成功，

可以退款。”当你因征信记录上有逾期

信息而发愁时，恰好有人打出这样的广

告宣传，你会相信吗？

近几年，有关“征信修复”的市场非

常火爆，信息主体的修复需求旺盛，而

对应的修复供给端也是主体林立、“能

者辈出”，在营销环节展现出足够强的

“收钱办事”能力，提供了很多令人心动

的修复路径和选择。

只不过，所谓的“征信修复”并不是

一种正规的征信权利救济路径，并不被

法律、法规和相关监管部门认可。尽管

《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赋予了

信息主体针对错误、遗漏征信信息的异

议权，但这种异议只是纠错程序，对本

不该记载的错误信息或漏记信息进行

修正，而非对信用污点的事后修复。

一些机构或个人以牟利为目的，把征

信异议包装成商业性质的征信修复，甚至

通过一些违法失信的手段滥用征信异议

权利，让征信异议变了味、走了形。或许，

一些信息主体得到了想要的信用修复结

果，但这种结果很可能是靠伪造数据、虚

构事实、提供虚假材料换来的，或是靠恶

意投诉、施压银行等征信机构换来的，也

可能是靠“征信修复”市场主体与银行等征

信机构的工作人员的利益“共享”换来的。

如果因银行等征信机构审核不严、

无底线地对投诉让步“修正”数据或辅助

造假，致使有问题的信用被“修复”，那

么，征信报告或征信惩戒机制就被注入

了水分，公信力就受到了戕害。这不仅

会损害征信管理秩序，妨害征信管理公

平，也会直接拉低征信管理的社会效果，

产生一系列负面连锁反应。比如，征信

报告被广泛应用于商业银行贷款、申请

信用卡、升学就业、人才引进、积分落户

等多个领域，一旦问题信用被虚假修复、

违规修复、不当修复，就会给相关应用领

域埋下隐患，增加风险，就会影响到相关

环节或行为的准确性、公正性、公平性，

让一些人得到不应该得到的机会、享受

到不该享受的便利。实际上，以弄虚作

假、恶意投诉等手段实施“征信修复”的

服务机构、个人以及信息主体已经触碰

了法律底线、诚信底线，不仅可能面临民

事责任、行政处罚责任、刑事责任等，还

给己方的信用增添了新的问题和污点。

“征信修复”一旦被唯利是图者当作

一门生意，很容易对征信构成二次损

害。对此，社会各界需严加警惕和防

范。公民、企业等信息主体应该增强法

律意识、诚信意识，不要相信所谓“征信修

复机构”的忽悠，不要走“征信修复”的旁

门左道，而是认准选对征信异议的合法

路径。银行等征信机构有必要加强对征

信相关规则的宣传，畅通多元化征信异

议路径，引导信息主体合理行使异议救

济权。同时，对信息主体易出现违约问

题的还贷、消费等环节，积极进行风险警

示，做好常规常态的信息提示，从源头减

少失信行为。相关监管部门还应加大对

虚假征信修复、违规征信修复的监管查

处力度，提升征信修复的违法违规成本，

打掉相关灰黑产业链条，为征信管理与

应用营造良好的环境。

城市锐评

争争 议议

借潮玩概念推出

“图书盲盒”，买到什么

书全靠碰运气；主播叫

卖“1元图书”，直播带

货击穿底价……

近期，图书出版行

业推出层出不穷的销

售“新玩法”，引发不少

争议。有人点赞是行

业突围创新，有人则批

评是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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