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记者在郑州街头采访时发现，一个
售卖手机号码的摊点内，宣传页上赫然打出
“万人仰望领导号”、“稀缺珍藏号”等字
样，以001结尾的“领导号”叫价高达数万

元，以连号结尾的手机号码也要价两三千元。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这些所谓的“领导号”、
“靓号”并不享有特殊服务，只是商家的炒作
行为。(4月10日《郑州晚报》)

作 者/ 张建辉

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北京等19个重点大城
市的义务教育在2015年实行免试就近入学政策。
看似堵住了“递条子”“送票子”，却衍生出更加疯
狂的“拼房子”。很多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周边区
域的学区房价格持续上涨，没有最贵，只有更贵：
300万元买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蜗居”，买了不
为住，只为名校学位。(4月9日新华网)

学区房的产生，与当初的就近免试入学政策
息息相关。但简单地将学区房的产生原因归结于
单纯的政策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就近
免试入学是义务教育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保证
每个儿童享有平等受教育权利的重要举措。可是
现在，对不少家长来说，却意外地结出了学区房
这朵无法释怀的畸形之花，甚至成为一场永无停
止的金钱比拼游戏。

当择校变成了择房，就显得更为不公平，动
辄数百万的学区房无论如何也比赞助费要高得
多。入学变成了单纯经济条件的比拼，这与推行
就近入学政策的目的背道而驰。

不管是赞助费择校，还是买学区房择校，都
是因为教育资源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和过
分集中，这才是症结所在。只有从根本上实现教
育资源的公平配置，才是解决择校问题的根本出
路，也才能消除学区房的市场基础。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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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梁对“八项规定”的影响做了一系列统计发
现，2013年，官员工作节奏明显改变：逐渐从文山
会海中解脱出来，招待和饭局减半，在家时间平均
增加了30分钟。9日，张仲梁在中国传媒大学介绍
“‘八项规定’对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影
响”，分享了以上数据。(4月10日《南方都市报》)

从张仲梁披露的统计结果来看，中央“八项规
定”在多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政治上，让干部
从文山会海、饭局招待中解脱出来了，数据显示2012
年县级主官1周要“赶场”18次，去年饭局减少一半。再
比如，2013年，中央政府的三公经费大幅降低。显然，

“八项规定”创造了一种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在经济上，“八项规定”至少对国内6大行业影响

明显，比如说，餐饮业的增速由2012年的8 . 8%下降至
去年的3 . 8%，降幅最大；酒店业则由2012年4 . 9%的增
加值下降至去年3 . 8%。尽管相关行业会不同程度受
到影响，但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是靠
公款消费来拉动的，“八项规定”其实在倒逼相关行
业回归理性、正常的状态。“八项规定”之所以能取得
如今这么好的效果，一方面是规定范围广、内容细、
力度大，而且是一针见血，官员违规与否，很好去界
定。另一方面是“八项规定”没有成为摆设，落实效果
比较好。截至去年10月底，各地查处违反“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共计17380起，处理19896人，给予党纪政纪
处分4675人，这反映了有关方面落实“八项规定”的决
心。

其实，“八项规定”还会收到一些不太被舆论关
注的间接效果。比如说，招待和饭局减半，有利于官
员身体健康，因为一些官员也是被“绑架”到酒桌上
的。有官员明确表示，再叫我当市委书记坚决不去，
原因是最怕喝酒。再比如，官员在家时间平均增加30
分钟，有利于家庭和谐。

尽管“八项规定”到目前为止成效显著，但公众
仍然担心几个问题：一些地方官员针对“八项规定”
采取了种种对策，如何应对各种新变化新问题？“八
项规定”是“持久战”还是“一阵风”？除了“八项规定”
外，是否还应该从预算监督、信息彻底公开、相关改
革等环节有效遏制公款浪费？

而笔者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在“八项规定”已
经取得显著成效的情况下，下一步还有多少发力的
空间，从哪儿去发力？应该说，“八项规定”目前只是

初战告捷，今后可发挥的空间仍然很大。比如说，官
员的招待和饭局目前减半，但隐藏的饭局依然不少，
有的部门利用单位小金库吃吃喝喝，因此，“三公”经
费还有进一步压缩的空间，需要继续加强治理。

再比如，“八项规定”出台后，很多地方政府的
“三公”经费下降了两成到三成，幅度不可谓不大，但
节省下来的资金用到何处？财政部门是否因此减少
接待方面的预算拨款？都需要明确。如果这边开支降
下来，那边开支升上去，则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另外，“八项规定”目前在国家部门、省市级政府
层面执行比较好，基层问题依然很多；在党政部门执
行相对较好，但在国企和行业协会以及部分事业单
位，执行效果还不够理想。所以，“八项规定”应该针
对存在的问题以及各种对策继续发力——— 各地有关
方面不能躺在现在的“功劳簿”上。

《中国青年报》4月10日报道，眼下正是很
多高校进行学生体质测试的时节，最让学生叫
苦的当属女生800米和男生1000米跑，对于一些
长跑“困难户”来说，找人“代跑”成了顺利
过关的捷径。对此，有学生直言，“我们也知
道，长跑测试是为了督促我们积极参加体育锻
炼、增强体质，但大多数学生害怕长跑也是事
实”。因为他们的体质的确无法完成长跑测
试，所以希望学校能了解学生的难处。

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大学男
生1000米跑的达标成绩为3分39秒，及格为4分33
秒及格(达标)；大学女生800米跑的标成绩为3分
38秒，及格为4分23秒及格(达标)。只要平时时
常锻炼，身体别太肥胖，别生病，也别有身体
残障，一般男女生都至少能及格。

然而，“代跑”的流行——— 花上区区50元
或100元就能找到一个“代跑者”，让我们着实
不得不十分担心现在的大学生的体质。 国家
《教育法》明确规定，我国的学校教育要培养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也就是说，体质不合格者，即便德再
怎么完美、智再怎么厉害，也不是合格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我们无法容忍大
学生体质的糟糕。所以，高校应该尽快行动起
来，多管齐下，切实改善大学生的体质。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出《关于非公立医疗机
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有关问题的通知》，
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鼓励社会
办医。(4月10日《人民日报》)

放开民营医院定价权会不会出现集中涨
价，这本身是个伪命题。实际上，之前非公医疗
机构看似受到价格管制的种种束缚，但有关医
疗价格纠纷并不少见，患者投诉集中在部分非
公医疗机构乱开大药方，巧立各种名目高价收
费，甚至为了牟利将本来不存在的“病”强加在
患者身上，从而达到收费目的。

其实仔细一想，医疗价格管制对于公立医
疗机构同样没有起到作用。类似于公立医院开
出“天价药方”的新闻不断，患者看病贵已经成
为压在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

因此，放开非公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只
是对以往事实的追认，正如《通知》中所指出的，
价格放开不等于监管放开，在放开价格的同时，
要加强对医院价格行为的监管，维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以往有关部门的监
管不到位，这其中包括日常监管的松懈无为，也
同时暴露出医疗价格监管问责体系的制度性缺
陷——— 仅仅依靠价格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力
度偏软，执法资源相对有限。而患者一旦要通过
法律维权，比如医疗纠纷调解或者司法诉讼，其
成本过于高昂，程序太过繁琐，索赔标准滞后，
于是只能选择忍气吞声甚至干脆当“医闹”。

更为关键的是，因为公共财政投入的不足，
看病难和看病贵成为公众难以忍受的常态。这
直接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公立医院因为财政投
入减少，走上以药养医的路径依赖，造成公立医
院看病费用并不比非公立医院低。二是民众因
为没有得到足够的医疗公共保障，必须将越来
越多的收入用于看病，由此造成民众面临的困
境，就是公立医院资源有限，而如果选择去非公
立医院，同样担忧承担不起放开的医疗费用。

由此看来，非公医疗机构放开价格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如果医疗行业继续维持这种公共
低投入、人均保障低标准的模式，那么非公医疗
机构要么因为价格放开而门可罗雀，要么为了
维持生存，表面维持原价，暗地里则通过其他途
径宰患者一刀。这样，非公医疗机构始终无法走
向服务换取市场的良性循环，更谈不上成为公
立医院之外的重要市场补充。

因此，非公医疗机构放开价格要带动医改
加速。医改一方面要厘清公立与非公医疗机构
的边界，非公医疗机构放开价格，意味着与公立
医疗机构之间理应形成错位竞争——— 公立医院
主要承担基础医疗公共保障，非公医疗机构则
提供差异化多元化服务供患者选择。另一方面
则对前者通过直接接受政府补贴，以及医保结
算，从而为患者提供相对价格较低的医疗服务，
后者则以市场化定价为主导，走服务优质化从
而吸引高端客源，这也是国际通行惯例。

“饭局减少一半”只是初战告捷
□ 张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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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跑”流行

让人担忧大学生体质
□ 胡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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