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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 青

从2000年开始，枣庄市薛城区有200多名大
中专毕业生，本应按文件规定该享受的待遇一
直得不到解决，终使这些人的生活都成了难
题。“看着其他区市的待遇解决了，薛城区一
直不给落实，我们心里真不是滋味。”说这些
时，97届的毕业生刘复之(化名)双手一直紧紧
揪着双腿。“这样心里舒服点”，他解释道。
心灰意冷，是这数百人的心灵写照。

同工不同酬，不同区不同命

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在薛城区各个乡镇都很
普遍。“1997年来的员工，工资和保险样样俱
全；而我只晚一年，什么都没有。心理落差实
在太大。”在周营镇工作的刘复之说道。

据他介绍，他是1997年菏泽农技学校毕业
后经薛城区人事局分配进入周营镇的，但没有
编制，属于“非在编人员”。可他的身份又不
同于现在的“临时工”，因为按照相关文件规
定，他们的待遇要参照全额事业单位待遇享
受。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情况称之为“工资套
改”。“就是说我们的待遇要按照文件要求进
行改革。”

刚稳定了3年时间，2000年之后，情势开始
起变化。在定好职称和待遇后，薛城区所有乡
镇似乎像“商量好”的一样默契，都不按照此
前的规定来执行了。刘复之告诉记者：“1997
年之前有编制的人员还是稳扎稳打涨工资，我
们的待遇却一直原地踏步。”经过十数年的日
积月累，刘复之现在的工资每月约900元，而
1996年进入单位的人员则近3000元，二者之间
差距非常明显。“我们都是一样的职位，做一

样的工作。因为我们没编制，表现往往还比他
们好，可工资怎么就涨不上去。一样的职位，
一样的活，差别这么大，这是个什么道理？”

1997年犹如一柄利刃，将大中专毕业生划
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同工不同酬”现
象，在薛城区的每个单位都在上演着。1998年
毕业的周森元（化名）介绍，“像我们这种情
况的全区大约有200多人，像薛城的常庄、沙
沟、陶庄等乡镇都没有得到落实。”

其他市区的情况却和薛城区大不一样。刘
复之后来获悉，枣庄的市中区、峄城区、滕州
市的同届大中专毕业生，都早早解决了待遇落
实问题。“好像就薛城区不给解决。我在那边
都有同学，都是同一年分配的，现在差距拉开
了。”因为工资待遇过低，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大不如以前了。

文件规定成虚无缥缈“空中楼阁”

同工不同酬，并不符合当年枣庄市文件的
规定。刘复之拿出一份1997年枣庄市政府办公
室印发的《关于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乡镇企业
工作的暂行规定》。这是当时大中专毕业生受
哄抢下的吸引人才举措。

文件中规定：“大中专毕业生到乡镇企业
工作的，户口、粮油和人事关系可落在乡镇政
府(不占人员编制)，由经贸办公室代管。工资
执行全额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由乡
镇经贸办公室从乡镇企业筹集，统一发放……
社会养老保险按枣发(1997)10号文件规定办
理。”这一规定，即所谓“套改”。

根据这一文件精神，1997和1998年分配来
枣庄市的所有大中专毕业生虽然不再享有编
制，但却和在编人员享有同样的待遇。这个规

定，只执行到2000年。文件中承诺的养老保
险，也同样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记得有一年，上面下发的文件要求最少
涨370元，可下面的就是不给执行。有一年我们
给领导送点小礼儿，就给我们涨了150块，沙沟
镇没送礼的只给涨100块钱。”刘复之曾为了工
资做过这些事。“我们的命运被捏在别人手
里，只能去违心地讨好他们了。”

让刘复之更为不平的是，2007年有一批转
业军人安排在周营镇工作。“里面三个人和领
导有关系，他们的工资马上就2000多块了，保
险什么的也一应俱全。我们这些工作了十几年
的什么都没有。”他们找领导讨说法，领导就
直说：“我们要照顾领导子女的工作啊。”
“领导都这么说了，我们还怎么说？只能打碎
了牙往肚里咽。”

1997年和1998年来的大中专毕业生，成了
左右为难的“夹心层”。工作，也成了“食之
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周森元认为：“我
们都30多岁了，上有老，下有小，辞职了养不
活家人，不辞职又实在是憋屈地难受。我们只
想能兑现承诺，落实待遇。”

乡镇通好气：谁也不愿当“出头鸟”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生活中的刘复之爱斤
斤计较，“不就是没钱吗，坐车买菜都要算来
算去的，谁也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不堪生
活压力之重的刘复之和周森元不平则鸣，多次
找镇党委和政府理论，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冷
眼和警告。

刘复之告诉记者，他们的工资涨幅完全掌
握在书记和镇长的手里。“每年到要涨工资的
时候，各地书记镇长都要通气，商量好涨幅。

所以我们的工资不会乱涨的，每个乡镇涨幅都
差不多。但最多不会超过150块钱。相比那些在
编的每次400-500块的涨幅，我们的实在是太少
了。”有的乡镇告知他们是财力吃紧，对此刘
复之则不以为然。“有些乡镇是比较困难，但
解决我们待遇的财力还是有的，不是不能，而
是不愿意。”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财力吃紧与否，而是没
有哪个乡镇愿意首当其冲作“出头鸟”。薛城
区陶庄镇下面有煤矿，经济条件较好，完全有
财力帮助大中专毕业生落实待遇，可当地领导
就是不松口。刘复之的周营镇领导就和他说：
“要是我把你们待遇解决了，其他乡镇不是也
要解决？那我压力该有多大。”受囿于此种逻
辑，这200多人的待遇落实问题一直遥遥无期。

他们也曾到过枣庄信访局，五六十人的阵
营算得上“声势浩大”。信访局的负责人却劝
告他们：“你们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乡镇愿意
解决就解决，不愿意解决就不解决。”在周森
元看来，这明显属于“流氓逻辑”。“从前的
文件上都规定得清清楚楚，怎么就成了愿意解
决就解决了？那不是把政府的红头文件当儿戏
了？”回到单位后，领导批评他们不好好工
作，“怎么能在上班时间去信访？”并警告
说，“再去信访就要开除职务”。“这话真是
滑稽，我上班时，信访才上班；我下班时，信
访也下班了。你让我下班后去信访，那时人家
都下班了，我找谁去信访啊？”

灰心丧气的刘复之和周森元他们，现在已
不再组织信访了，“大家的心都冷了，不抱希
望了，只希望他们能想到我们的难处，记着政
府应有的诚信！”

■走基层访民情 枣庄市薛城区20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

同工不同酬，待遇悬空11年

□ 本报记者 薛广乾

单县，至今还有多个未通有线电视的乡
镇。就像是因为理发师的忽略而依然健在的头
发，和那些已经理好的头发一起，搞得单县有
线电视版图像个“阴阳头”。问题是，这些迟
迟看不上有线电视的群众，早在4年前就已把费
用交上啦！

视听新享受，迟迟盼不来

所有能够看到有线电视的家庭都是一样
的，可以在数十个频道之间随意转换，选择自
己喜爱的电视节目。而没有接通有线电视的家
庭，则各有各的频道，哪怕广告再令人讨厌，
也只能忍下去。不忍也可以，那就关掉电视
吧，反正也没有几个频道可以看。

10月25日一早，单县李田楼镇杨集村70岁
的杨大爷，正在太阳底下干活，把从房顶上揭
下来的老瓦，一片片地堆到自家的墙根底下。
说起有线电视来他一脸的高兴，自从3年多前接
通以来，他一直收看着40多个台，心里感觉很
满意，“精神上觉着怪好”。正在这时，一位
妇女插话说：“俺那200块钱买来的破电视能收
58个台！58个台，一个也不少！”

与雀跃的杨集村民正好相反，相隔七八里
之遥的马六村群众，还守着有限的几个频道。

35岁的马大哥家，电视机只有5个台，4个
是本地的，另一个是中央一套，还很不清晰。
随着对遥控器的操纵，记者还看到一个“成武
综艺”。这套节目来自邻县成武，距离虽说不

远，可是屏幕上雪花点一再地亮闪，不停地刺
激眼睛，根本无法观看。

早在2007年夏季，他们就把有线电视的安
装费用(每户260元)交了上去，盼了4年多也没
有结果。多次反映没有答复，他们早就对有线
电视不抱希望了。这些妇女也不知道确切的消
息，纷纷开玩笑似地说：“装有线电视的那个
人，不是说拿着钱逃跑了吗？”

马六村三五个妇女聚在村头，见到记者忍不
住打开了话匣子。有的说只能看到安徽台，有的
说只能看到湖南和湖北台，省内的山东卫视节
目，能收看的倒很少。由于有线电视没有接通，这
些群众为了看电视各有高招，“八仙过海各显其
能”，有的装“锅子”，有的安天线。

挖渠不放水，表面文章做到“家”

在一位50多岁妇女的指引下，记者来到马
六村村外，看到了两三根光秃秃的水泥杆子，
比供电的杆子还要高。这是有线电视的杆子，
可惜没用起来，上面没有任何缆线。她抱怨：
“光栽上杆子就算完啦？谁知道这是咋回事儿
呀！”

这种“挖渠不放水”的表面工作，村外
有，村里也有，一直做到了村民的家里。

记者走进马六村一户村民家里，看到了白
色的有线电视信号线，以及白色的接线盒。它
们和光秃秃的水泥杆子一样，也是长期不用，
都沾上了黑色灰尘和蜘蛛丝，接线盒被扔在了
一个屋角里。这家里的主人说：“线都扯到家
里来了，也没给安上有线(电视)，真让人猜不

透，真气人！”
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已经过去的今天，单

县的这些乡镇群众看电视，还靠着上世纪80年
代的老方法，在室外栽上一根细长的竹竿，顶
端举着一个天线。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李田
楼镇新农村建设的样板小区里，在别墅式的新
居上空，也不时出现颀长的竹竿电视天线。

当天，记者来到单县广电网络公司，走进
“客服部”所在的108房间。据两女一男工作人
员透露，像马六村这样交上钱但没有开通的地
方，还有李田楼、石楼、张集等多个乡镇。一
位女士说：“今天下午，他们就去石楼统计户
数。”真是太巧合了，这些地方4年多来没有开
通有线电视，却在记者采访的这一天，出现了
他们采取措施、解决问题的忙碌身影。

只是，他们当年每户收了多少钱，总共收
了多少户，难道就没有财务的记录么？光马六
村就有400多户人家，贡献了约10万元现金。一
些群众强烈质疑：“我们都不知道那些征收的
费用如今在何方，都干了什么用场！”

拎清“我是谁”，告别“大跃进”

菏泽全市的有线电视“村村通”工程，就
是在单县举行的动员大会。作为这项工作的先
锋，单县确实付出了大量心血。然而，回顾当
年做法，显然具有“大跃进”的特征。

在2007年那个狂躁的夏季——— 首先，形成
了一个火热的氛围。全县高度重视，各个乡镇
都有“目标责任书”。其次，承诺了一个实现
不了的目标。各个乡镇卯足了劲儿大力宣传，

鼓动群众交钱安装。当时，收费人员说：“这
个国庆节就能开通有线电视。”第三，政府执
法来配套。为推进有线电视的普及，那些非法
的“锅子”都被砸烂了。第四，施工厚此薄
彼。靠近大马路的村庄快速安装，偏僻小村则
杳无音讯。

在这种情况下，“收费”与“安装”形成
了一个“时间差”。也就是说，乡镇下手比较
快，通过宣传与发动，老百姓说交钱就交钱
了，“目标责任”说完成就完成了；而“安
装”却要一步一步来，要设计、架线、安装、
服务，自然要滞后一些。按说，等待一些时日
也是正常的事情，可是一等就是4年多，那就有
些说不过去了。

对此，社会学者徐老师评价说：“如果暂
时没有充足的安装与保障能力，那就不要一股
脑地在全县铺开。可是，既然他们一股脑地铺
开了，那就是发动了一场现代版的‘大跃
进’。本身条件不具备，却要逆着规律硬上，
不是‘大跃进’又是什么？！”他认为，“大
跃进”都是一阵风，单县有线电视版图出现了
“阴阳头”，也就不足为怪了。

法学界人士、济南的王先生，对单县“政
府推动”的做法感到不满。他认为，有线电视
是一种消费的选择，是买卖双方的事情，任何
第三者其实都是多余的。他说：如果政府真正
把它当做“文化共享工程”来推进，那你不妨
拿出真金白银来，切实帮消费者承担一部分费
用就可以了，大可不必亲自披挂上阵，干起
“推销员”的买卖！

■走基层访民情

从“大跃进”到“阴阳头”
——— 单县有线电视“未通村”调查

年终检查切莫泛滥
近年来，基层的各种检查活动名目繁多，

尤其是每到年关，各种检查组轮番“上阵”，
重复检查，致使基层疲于应付，叫苦不迭。

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民生工
程”进行检查，有利于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
府服务水平。然而，检查过多过滥，尤其是对
一些内容空洞、可检可不检、可查可不查的项
目进行检查，甚至借机“吃拿卡要”，不仅违
背了检查初衷，而且也助长了浮华不实之风，
影响党风廉政建设。要减少和控制一些有名无
实、偏离轨道的检查活动，笔者认为，实行
“检查报批制”的做法值得各地借鉴和效仿。
一是在检查方式上，事前有请示，查时有方
案，事后有反馈。二是在检查项目上实行“归
口”审批，对一些内容相近、对象相同的检
查，完全可以“合并同类项”，以减少重复检
查、多头检查等现象发生，减轻基层负担

□江西广昌县读者 吴小毛

我是一名农村教师，在学校老师们都爱看
《大众日报》。我省是人口大省、经济强省，也是教
育大省。我们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大众日报》不
妨像今年创刊的“山东能源”周刊一样，创办“山
东教育”周刊，宣传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总结
交流教育教学经验，展示名师风采，及时反映广
大教育工作者的呼声、愿望和要求，配合学校、家
长、社会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成才，为我省
教育事业的发展鼓与呼，保驾护航。为此，我们盼
望《大众日报》创办“山东教育”周刊，让全省广大
教育工作者有一块自己的园地。

□淄博市读者 边增进

盼望创办

“山东教育”周刊

■读者来信

11月22日：9版《怎有才算“知道”》，文
中第5段第2行“赵国危机，求救于齐国”，
“危机”应为“危急”。

□德州市热心读者 保 国
11月18日：10版《温州人赚钱风暴》，文

中第1栏倒数第1行“从默默无闻到响誉全
球”，“响誉全球”应为“享誉全球”。

11版《享福的点薇花》，文中第2栏第10行
“当地政府对这个建议有些置疑”，“置疑”
应为“质疑”。

11版《在天上飞》，文中最后1段第1行
“踩着弦梯下来”，“弦梯”应为“舷梯”。

11月23日：10版《采取多项措施进行环境
整治》，文中第3行“反映206国道至新兴镇艳
羡道路损坏”，“艳羡”应为“沿线”。

11月24日：16版《马俪文打造“迪拜扎钱
三人组”》，文中第1栏第3行“童谣”应为
“童瑶”。

11月26日：4版《婚前财产》，文中第2栏
第1 2行“但至少知道‘与人为善，与已为
善’”，“与已为善”应为“与己为善”。

11月27日：7版《婚前财产》，文中第2栏
第16行“听出女儿的心不在蔫”，“心不在
蔫”应为“心不在焉”。

□无棣县热心读者 千 意
12月1日：5版《我国货币政策明确转向》

文中第一段，“此一转向具有货币政策拐点寓
意，CPI拐头后防经济硬着陆称为央行的首要
考量”，其中“称为”结合上下文意思应为
“成为”。

□牡丹区热心读者 张建勇
11月18日：11版《在天上飞》，文中第1栏

倒数3行“那氛围很是熨贴”， “熨贴”应为
“熨帖”。

□济南市热心读者 李惠东

手机号为13573……的读者反映：我是济南
市历城区洪家楼小学的学生家长。该小学门前
交通秩序一直很混乱，道路两侧每天都停有车
辆，水果摊小吃摊也拥堵其中，使得本来就不
宽阔的马路更加狭窄了。每逢学生上学放学
时，这里简直是寸步难行，险象环生，潜藏诸
多安全隐患。为了学生们的人身安全，强烈呼
吁相关部门及早采取得力措施，把学校门前的
这条道路好好管一管整一整治一治。

济南市历城区洪家楼小学

门前交通混乱

手机号为15589……的读者反映：我是潍坊
安丘市的一名居民。在安丘二中附近有一条小
胡同，胡同虽小，却是特校、二中、青云山小
学、联谊中学等4所学校师生以及多家单位职工
和居民的必经之路。可是该胡同的卫生状况极
差，一直无人清扫。更严重的是多年来一直没
有维修过，一遇雨雪天气就无法通行，给学生
上学和居民出行造成不便。我们希望有关部门
能够及时维修维护这条重要的小胡同，方便学
生和市民们出行。

安丘二中附近

小胡同路况差影响通行

手机号为15254……的读者反映：我们是临
沂市沂水县阳西街东岭小区的居民。在我们这
儿的小区1号楼和2号楼，不知什么原因在楼顶
加盖了一层阁楼。原来的5层楼房现在变成了6
层。原来的楼基是按照5层楼高设计的，现在加
盖成了6层楼高，对楼基肯定造成一定的影响。
希望有关部门重视安全，依法制止乱建乱盖行
为，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沂水县阳西街东岭小区

加盖阁楼安全无保障

■读者评报

我非常喜欢看《大众日报》的“连载”栏
目，每次拿到新报纸总是先睹为快，相信不少
读者都和我一样。但遗憾的是《大众日报》刊
登的“连载”不是每天都有，有时一停就是好
几天，像上周的周二、周三、周四(12月6、7、
8日)的报纸就没有了“连载”的影子。希望贵
报能为读者着想，每天尽可能地留出一片小的
天地，使“连载”名副其实。

□无棣县读者 刘学英

“连载”名不副实

读者纠错

■火眼金睛

12月3日，记者在济南小清河华山桥附近发现，一块“人
造巨石”上出现了一个碗口大小的破洞，洞口周围裂纹遍

布，十分可怕，不知是质量问题还是有人蓄意破坏。
近年来，济南市在打造小清河景观带上下了很大气力，

除工程质量需得到保障外，也需加强保护，以除安全隐患。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透视镜 小清河景观带工程有隐患

■读者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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