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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泽

据《中国经济周刊》近日报道，日前，中国人事科
学研究院院长吴江刚刚完成了一份受人社部委托
的、针对全国绩效工资改革的报告。该报告"直接是
针对某些省的绩效工资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应该怎
么做"。这份报告已经呈送给人社部，具体政策措施
不久或将出台。

我国事业单位改革之难，其很大的一部分阻力
就来自于工资收入“乱象”，“混乱的事业单位津补
贴”成为改革不能真正得以推进的障碍之一。目前，
我国事业单位的津补贴从住房、交通，到饭补、降温
费、过节费等，五花八门，“有些省份，事业单位的津
补贴基本都在250到300项之间，发到每个人的津补贴
也有十几二十项，复杂的工资单连本人都看不明白。

自收、自建、自发津补贴的现象，比公务员乱多了。”
说明有关方面倡导推行的事业单位改革，瞅准职工
工资予以规范改革，既合乎情理也找准了症结。

以工资改革为突破口，逐步规范事业单位之间
工资水准并实施绩效化改革，也是一个较稳妥的改
革推进方式。由于绩效工资以工作贡献和实绩挂钩，
无论对于收入较低群体还是较高群体，实际上都给
予了一个工资“不会降”的心理预期，其抵制力会小
上许多；由于绩效工资改革不直接涉及单位裁撤和
人员精减，最多是工资待遇“下降一点”，阻力也不
大。这或是有关方面率先从工资改革入手的初衷。

但仅改革工资却不直接改革“人事”，弊端是明
显的。就承担部分社会管理职能、需要注重行政效率

的事业单位而言，无助于彻底抛弃“衙门”积弊，
机构和人员不但不会精减多少，反而有可能继续臃
肿下去。以科技部为例，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之
后，科技部下属事业单位原本只有两三家，现在却
已经发展至近10家。被网友称为“史上最肥科级单
位”的湖南省耒阳市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一
个科级单位竟然下辖770名干部职工。对于这样的
“事业单位”，仅仅从工资上讲究绩效，无助于根
本解决乱象。

在机构人员不精减的情况下，仅改革工资，财
政负担依然不轻。我国目前拥有事业单位大约126
万多个，从业人员3000多万，一年财政负担不低于
7000多亿元。所以，如果不从根本上对事业单位

“精兵简政”，事业单位这个“包袱”依然要长期
背下去，即使工资“绩效”了，改革效果也会大打
折扣。

因此，在推动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之时，机
构、人员改革有必要齐头并进。绩效工资改革只是

“表”，而隐藏在事业单位乱象背后的机构、人事、财
政等诸多问题才是“里”。改革不应单兵突进，改革工
资制度，必然需要相应的配套改革：人事制度改革、
机构编制改革、财政投入制度改革、福利制度改革、
社保制度改革等等。尤其是“人事”方面的改革，有必
要将部分事业单位市场化，多余的人员、机构应完全
裁减掉。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改人”也是一个“工资
改革”能否顺利推动的前提。

北京大学日前发布2012年“中学校长实名
推荐制”实施方案。方案表明，北大将降至本科
一批控制分数线录取通过实名推荐的学生。对
中学校长而言，在大幅降分录取的巨大诱惑面
前，徇私舞弊、以权谋私的风险增大了。因此，推
荐理由应当经得起公论，推荐过程应当有章可
循，推荐结果应当公之于众。高校自主招生权扩
大符合高等教育发展潮流，但是，只有在公平公
正的轨道上前行，改革才能走得更远。

遏制高尔夫球场无序建设

全国有近600家高尔夫球场，但正规审批通
过的仅有10家左右。以市场角度看，高尔夫球场
的“繁荣”是需求推动的结果。但这种需求绝不
能通过无序的、与公共利益的争夺而获得满足。
无论从保障法治严肃的立场讲，还是从维护公
共利益的角度说，高尔夫球场都不能只见“繁
荣”不闻监管，让无序建设继续下去。以各种名
义准备立项开工的球场，需要紧急叫停；已建成
的，应予以盘点整治。既要通过政策追罚压住高
尔夫球场的建设冲动，也要让产权不明确的球
场，向公众开放。

食品安全需要公民参与

最近，复旦大学研究生吴恒联合34名网友
共同建立了《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新闻资料库》，
提供地区、食品名、关键词等查询。在食品生产
监管难度日益增大、风险愈见凸显的背景下，政
府部门监管资源不足、治理机制相对单一，有时
确实难以“包打天下”。如果鼓励公民通过合法
途径积极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督中来，将政府监
管与公民监督相结合，形成政府引导、公民参
与、各方协同的新格局，那么食品安全问题的治
理将会迎来新契机。

清理收费公路要“有多远走多远”

从6月20日起，全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收费
公路专项清理工作。如果只是自纠自查的内部
清理，或者是走走过场，在“风暴”之后，问题仍
旧可能死灰复燃。这就要求此次清理收费公路
秉承“有多远走多远”的思路。一方面，应该理顺
收费公路借贷与收费之间的关系，积极开创思
路，帮助地方探寻解决收费站工作人员再就业
问题。另一方面，加强收费公路收费标准、收费
期限的信息公开工作，畅通监督和问题反馈的
渠道，并明确违规惩戒标准。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宿舍管理员吴光华作为
教职工代表被邀请上台演讲。不到800字的讲话，总共被学生热情
的掌声打断了11次。毕业生拉出“吴阿姨，我们爱您”横幅。(6月22
日新华网)

南信大宿管阿姨作为学生们四年青春最完整的见证人登台
致辞，平添了几许亲切和感动。让一位大学的普通员工登台致
辞，对60岁的吴光华是一份荣誉与信任，对大学生是一次心灵的
沟通，既诠释了南信大学一向倡导的“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
过程育人”的理念，也是对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们进行的一次
尊重劳动、以爱待人的活生生教育。

教书育人是每一座大学的神圣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大
学生进行为人处世的人格教育，比纯粹的传道授业更重要。南信
大学工处一位负责人说：“毕业典礼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学校之所以专门请来宿管阿姨，是要让毕业生牢记感恩、进
取、快乐，让毕业典礼这一庄重的仪式成为又一次成人礼，让学
生们扬帆起航。”吴光华就是用母爱的真情实感履行着一个宿舍
管理者的责任。

吴光华从事后勤宿管工作十年之久，她没有讲师教授的荣
耀与光环，但她却能以自己的言行践行教育的真谛，她教的是如
何做人的无字之书。她看到有的大学生老不洗衣服，老不收拾房
间，就忍不住要说；对学生们熬夜、挂科，她都要说；看到学生经常
打游戏、上网夜不归宿、睡懒觉“翘课”，她忍不住要唠叨一下。她
教育孩子们：“父母用血汗钱供养你们读大学不容易，大家应该
集中精力、认真学习，早日成为有用之才。”这种以爱心行动传递
出的人格魅力，或许就是对青年学生最好的教育。

行动是最好的老师。大学的教书育人，不仅体现在老师们课
堂上喋喋不休的言辞说教，更应体现在课堂外点点滴滴的为人

师表。从这方面说，吴光华是课堂外的老师，这个老师的重要性
一点也不亚于在课堂上讲课的老师。相比之下，那些道貌岸然却
带头抄袭作假、弃教走穴等有违师德的丑行，那些动辄以到多大
年龄要挣得多少钱的功利误导，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一定是有
害无益。

“大家一定要记住，再苦：也别忘坚持！再烦：也别忘记微笑!
再急：也要注意语气！再累：也要爱自己！低调做人，你会一次比一
次稳健。高调做事，你会一次比一次优秀！”吴阿姨以爱心传递亲
情，用行动感化学生，她的谆谆教诲势必会对大学生未来的人生
道路产生巨大的影响和震撼。而她的言行，也正是当前大学校园
最需要的育人真谛。

近日，不断有网民发帖讲述各自
城市因暴雨发生严重内涝的情况。以
往鲜亮的城市在瞬间变成“水城”，暴
露了一些看似“现代化”的城市在城
市排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等
方面的严重落后。(据《新京报》)

每年夏季，暴风雨席卷之下，“水
淹城市”几成另类景观，今年也没有
例外：网民“牧阳光”在一篇帖子中说，
18日武汉大雨导致全城内涝，微博上
出现最无奈的话语：各大院校普遍被
淹，爱玩的“童鞋”在操场上尽情畅游，
至于是否有人在操场上摸到武昌鱼
不得而知。如此种种，令人无语凝噎。
显然我们不该抱怨喜怒无常的老天
爷，而应该反思“城市排水系统不通
畅”以及城市应急能力不强的顽疾。

最近几年来，国内极端灾害性天
气的肆虐越来越频繁。轻则造成短时
期交通瘫痪、停水、停电，影响市民生
活；重则带来重大经济损失，甚至夺
人性命。2008年年初，中国南方的雨雪
冰冻灾害造成多城市停电、交通瘫
痪；2009年11月，雨雪天气又在全国多
个城市引发“气荒”。而2011年，局部大
旱与部分内涝的“水火两重天”更是
反差强烈———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最
大可能地提高城市应急能力，提高城

市应急管理水平，当极端天气来袭，
把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这已经是一
个不该被城市管理者忽视的重大课
题。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非常迅速和
迅猛，但与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张相
比，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应急机
制建设严重滞后，这正是一些城市在
突发事件面前陷入被动的根本原因。
然而，尽管暴雨或者暴雪的肆虐现实
警示范例比比皆是，但有些地方的城
市防灾应急管理却始终不尽人意，没
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亦没有应有的投
入。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也来不
及，所以暴风骤雨突然袭来时，城市
就乱了套。

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现代
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人口膨胀、交通
拥堵、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问题，被
称之为“城市病”。很显然，由于城市排
水系统“不畅”而导致的“水淹城市”，
大抵也可列为城市病之一种。但有些
城市病是不可控的，比如城市化进程
中的人口膨胀；但有些城市病却是可
控的，比如城市排水和交通拥堵，完
全可以通过各种规范先进的管理手
段和加大投入提高城市应急管理能
力来加以纾缓乃至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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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工资”更要“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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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需要这样的无字之书
□ 张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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