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车改革在酝酿20年后全面启动。按照改革
方案，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后，公务出行实行社会
化，并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中央国家机关司
局级干部每月补贴1300元、处级800元、科级及以
下 5 0 0元，地方补贴标准不得高于该标准的
130%。方案出台后，有的公务员说：车补这么
低，以后不出差了。（7月29日《中国经济周
刊》）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概念：“公务交通补贴”
只是公务人员在市内或辖区内进行公务活动时的
交通补贴，不包括差旅费，公务人员到外地出差
的费用是另行报销的。有的公务员说“车补这么

低，以后不出差了”，应该是指以后不愿出门办
公事了，不愿下基层调研了，能不去就不去，能
省就省，反正交通补贴已经发到手里，省下来的
钱都是自己的。

诚然，与目前一些地方动辄两三千元的车补
相比，改革新方案确定的车补标准是比较低的，
处级最高每月1040元、科级及以下最高每月650
元，一些公务人员难免嫌少，心理落差太大。但
坦率地说，这恐怕主要是观念问题，甚至是习惯
问题。车改之前，公务人员出门办事都有公车接
送，领导干部上下班都有专车伺候，公车私用也
完全不在话下；即使一些地方实行了车改，但由
于补贴较高，除了用于公务交通，每月还能剩下
一些，权当一项额外福利。对此，无论领导干部
还是普通公务人员，都认为天经地义并且习以为
常。殊不知，这种“习以为常”只不过是积非成

习，恰恰说明对公车腐败已然麻木。更重要的
是，这种“习以为常”早已引起民怨。中央全面
启动公车改革，就是要破除这种“习以为常”，
将不正常的公车消费拉回到正常轨道。

公车消费的每一分钱都来自纳税人，尽可能
为纳税人省钱是最基本的行政伦理。改革新方案
确定的车补标准也许较低，但是，大多数普通民
众一分钱交通补贴都没有，他们平时上下班或者
出门办事，有的坐公交地铁，有的骑自行车，有
的开私家车——— 没有交通补贴，难道他们就不上
班、不出门办事了吗？老百姓可以这样，公务员
也没什么不可以，关键是要转变观念，舍弃以往
的习惯，真正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公仆”。以此
观之，一些公务员的抱怨未免显得太矫情，心里
还没有树立起“公仆意识”。可以想见，如果没
有“公仆意识”，不改掉养尊处优的习惯，即使

车补再高，一些公务员仍会成天呆在办公室里，
把车补省下来当做额外福利。

当然，这种矫情需要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甚
至警惕。公车改革之后，可能真有一些公务人员
不愿意出门办公事，不愿意下基层调研，该办的
事情拖着不办，该履行的职责敷衍了事。对于车
改后可能出现的“懒政”现象，有关方面需要未
雨绸缪，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加以防范。最根本
的途径，还是严格岗位管理、考核和责任追究，
同时加强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让每个公务人员
不敢懒、不能懒、不愿懒。需要强调的是，虽然
公务交通补贴不高，但公务人员毕竟按月领取薪
俸，既然拿了人民的薪俸，就要履行职责、为人
民服务，这也是一条基本伦理，否则可以辞职不
干。公车改革的时代潮流，决不会因为一些公务
员“撒娇”而踯躅不前。

暑假就要过半了，放假前，不少高校都给学
生留下了作业——— 实习，并要求在开学时交上盖
有实习单位公章的实习证明及报告，不少高校还
将这一项计入学分。但记者留意到，肄业大学生
想找到一个专业对口的实习单位真不容易，于是
一种新的“盖章生意”应运而生……(7月30日人
民网)

网购实习证明，编造实习报告，实习多被单
位“放养”，企业“快餐式”实习等现象，一年复一
年。

学生年龄尚小，对实习的意义不够明确；对
学校来说，对应付”实习”心知肚明，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企业也有自己的苦衷，企业需要的是效
率和效益，如果让一些还未毕业的大学生来实
习，几乎是不会创造出什么效益的，并且再安排
其他员工去带这些学生，很耽误事。

要改变这种尴尬状态，关键是加强校企合
作，为学生搭建起实习基地，同时要有制度兜底，
学校必须制定实习计划，为学生建立实习安全
险，等等。同时，学校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实习
观。政府也要出台相关政策，不能只针对学校本
身下工夫，还要扶持发展与教育有关的社会服
务，使用人单位帮助大学生实习成为一种常
态，而不是尽义务，甚至当做一种负担。

7月30日《华商报》报道，陕西19人报名不同
的旅行社去泰国游玩，最终组成旅行团。因为拒绝
高价的自费项目，19人在泰国被扔至郊外5个小
时。最终，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和报名旅行社的辗
转联系下，19人才被送回酒店。29日，19人都已接
到报名旅行社的信息，将得到全额团费退款。

一名旅游业业内人士表示，去泰国的团费2000

多元，肯定是负团费。“负团费出去，肯定是有自
费项目的。”该人士表示，可能是在报名的过程
中，旅行社门店并没有说清楚。他表示，目前去泰
国的成本价 (包括机票、住宿、餐费、当地交通
费、导游服务费、保险费门票等)大约4000多元，低
于此的都是负团费。

“凭什么公务员购买高档小区住
房，价钱却比经适房还低？”近日，
河南濮阳有群众反映，当地大力建设
高档“公务员小区”，而价格只有市
场价的一半。新华社“中国网事”记
者调查发现，涉事楼盘确为当地面向
市直单位公务员定向开发的商品住
房，而当地机关事务管理局则表示，
小区建设属商业行为，各种手续齐
全，愿意接受社会各界监督。（7月29
日新华社）

又见高档的“公务员小区”，不仅地
段好，而且价格便宜，这样的好事，再次
砸到公务员的头上。即便福利分房早已
成为历史，但变相的“福利房”似乎从未
走远。就今年以来，就曝光了多起类似
事件，如长沙一公务员小区“八方小区”
的购房指标卖出15万的高价；如今河南
濮阳又有“公务员小区”，价格只有市场
价的一半……

就此次河南濮阳的“公务员小
区”而言，其回应称，“各种手续齐
全，愿意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可一
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手续的办理
者，难道不是公务员么？自己给自己
谋取利好，能不干脆利索、手续齐全
么？要说“公务员小区”是完全市场
的行为，怕也没有人相信。毕竟，有
两点足以戳破这个谎言，一是只有公
务员才有购房资格，二是价格只有市

场价的一半。请问，有这样的市场化
路径么？

事实上，如今一些开发商愿意降
低利润与政府合作，必然是看重政府
的人脉关系，这样的“合作”，难免
有瓜田李下之嫌。这次是开发商给政
府部门便利了，下次政府会不会礼尚
往来呢？这让人充满焦虑。

遗憾的是，面对类似事件，处分
与问责一直都是空缺的。无论是长沙
的购房指标卖出高价一事，还是其他
类似的事件，往往都随着舆论的冷却
成为断头新闻，之后便不了了之，而
对这背后的违法违规问题，也从来都
没有处分与追责。再以长沙购房指标
一事来说，最终以“历史原因”剧
终，可以说，如果类似事件都能这样
轻松“过关”的话，那变相的福利房
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如雨后春笋一
般冒出来。毕竟，既可以获得极大的
利益，又没有太大的风险，这样的好
事谁不爱呢？简言之，面对“五折买
高档小区”，问责绝不能旁观。其
实，无论这背后有无直接的利益勾
兑，都是不合情理的，都需要进行问
责与处罚，而具体的问责，也不能仅
仅停留在叫停的层面，而必须深入到
处分问责的层面上。如此，才能形成
必要的震慑力，不然，就是间接的默
许与纵容。

作 者/ 唐春成

今年29岁的徐青（化名）大学毕业后一直闲在
家里等吃喝，还将一名女网友带回家长期同居。面
对父母劝说，他称父母有义务养自己。最近，被啃
老长达7年的徐先生和朱女士夫妻将儿子诉至海
淀法院，并申请强制执行赶独生子出门。（7月30日

《京华时报》）
为将“啃老”的儿子赶出家门，父母诉诸法院，

并申请强制执行，或有人看来，“这有些不近人情”，
但，我却认为：“赶儿出门”是迟到的“爱儿子”。

此之前，徐先生和朱女士，表面上看，是“爱儿
子”，其实是“害儿子”：一者，“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想要什么就给什么”，这很容易让孩子“染病”的。二
者，其儿徐青在小学时当过班长。听儿子说任务
重，朱女士便专程到学校找班主任，要求别让儿子
当班长，这真是“衔在嘴里怕烫着，握在手上怕飞
了”。三者，儿子大学毕业后说找工作难，徐先生便
把儿子安排到同学的公司，甚至“帮儿子联系过几
个工作单位”。这一次次地将儿子这棵小苗置于温
室内，必将“经不起风吹雨打”。四者，儿子啃老，竟
然一“啃”就是7年，还把女网友带到家里长期同居，
这等于父母白白地、长期地养着两个不劳而获的
年轻人，可见“溺爱”之深。当然，最为关键的是“五
者”，由于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思维”，其儿子认为

“啃老有理”———“没工作也有权利恋爱……作为
父母，你们有义务养我。” 不是说，父母不应该爱
孩子，但，要有个正确的“爱法”，爱孩子，要讲“大是
大非”，要有“度”；而事到如今，父母才将孩子告到
法院，并将其赶出家门，似乎“为时已晚”，因为他们
的儿子在啃老方面“已病得不轻”。

不过，换言之，毕竟孩子还年轻，被赶出门，虽
有暂时的“挨饿受凉”，但毕竟可以让其知道“啃老”
是不对的，将其赶出家门也许能“坏事变好事”。一
句话，“赶儿出门”未尝不是迟到的“爱儿子”。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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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公车改革下的“懒政”
□ 晏 扬

公务员“五折买房”

不能没有问责
□ 杨燕明

要想办法

解决“实习鸡肋”
□ 纪 鹏

赶“啃老”儿子出门

是迟到的“爱儿子”
□ 张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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