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堂馆所”将用于民生事业，这是最近出
现的新动向。据新华社报道，黑龙江省日前梳理
出包括停建、停用的“楼堂馆所”在内的275处
政府闲置资产和公共接待资源，用于开展养老服
务项目。

“不得新建政府性楼堂馆所”，是国务院“约法
三章”的重要内容，是新一届政府加强政风建设的
重大举措。约法后快两年了，问题在于，这些停建、
停用的公共资源用在何处，公众知之甚少。新华社

记者近日在全国多地调查发现，一些新建办公楼
被长期空置，还有一些办公楼项目长时间停工“烂
尾”。这些闲置的办公楼造成公共资产的巨大浪
费，如何科学合理地处置，并非叫停那么简单，黑
龙江的做法值得借鉴。

目前为止，这些叫停的楼堂馆所体量不小，可
大致分三类：一是禁令发布之前，由于面积超标或
审批手续不全，迫于压力而停工，甚至造成烂尾。
据统计，仅山西就叫停了近300处；二是顶风作案
的“问题官衙”，今年8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就通报
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公安局、黑龙江宾县、湖北房
县、湖南湘潭市、陕西米脂县等五起违规修建楼堂
馆所问题；三是机关部门下属的度假村、培训中

心、疗养院等，在持续加码的反腐压力下，这些也
不断被地方政府清理出来，规模肯定也不在少数。

显然，如果这些公共资源长期闲置，将造成巨
大的浪费。如安徽萧县新建的10余栋办公楼闲置
两年，猫狗出入，几成放羊场；河南遂平县高约10
层、并排5栋的“创业大厦”，实为借企业之名新建
的政府办公楼，如今也已停建一年多，荒草丛生。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有一些地方
政府恐怕还存在侥幸心理，对新大楼“心有不舍”，
观望中央政策的长远走向，希望有机会“转正”，宁
可继续浪费着、烂尾着，也不愿转作他用。有的可
能确实不知道该如何用，这其中，或存在一个核心
的问题：这些都是公共财政投资形成的公共资产，

挪作他用，地方政府担心，会不会有国有资产流失
之嫌。

不要忘了，中央在发布停建禁令时，已经说得
很明确，那就是“防止公共资金用于新建政府性楼
堂馆所，把宝贵的资金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
生”。那么，清理出来的这些公共资源也理应优先
用于民生项目，国有资产流失之嫌也就大大化解。

在运作机制上，不妨尝试公办民助的办法。在
教育、卫生、养老等社会领域，公办民助早就有很
成熟的运作机制，通过社会投资盘活公共资源，既
能减少财政支出，又能增加社会民生资源，满足日
益增长的群众需求。黑龙江的做法仅仅开了个好
头，各地可以在这方面继续积极探索。

“日照香炉生紫烟，李白进了烤鸭店，口水流
了三千尺，一摸兜里没有钱”……21日，常州市民张
女士在女儿阅读的课外读物中发现了这样一段文
字，而且这本书还是当地教育部门推荐的“好书”，
她认为这本书内容恶俗，会误导孩子，教育部门推
荐这样的书实在不应该。对此，教育部门和出版商
回应，结合语境阅读并无不妥，这是一本适合亲子
阅读的书。(10月22日《现代快报》)

对于这套儿童课外读物，家长觉得很恶俗，不
适合儿童阅读，而教育部门却认为没有什么不妥。
但我还是觉得，仅仅凭借这几句，就可以断定这不
是一本适合儿童阅读的书，或者说它至少不是一
本“好书”。

中小学生恶搞古诗词不是新鲜事，但是这种
恶搞只应该出现在孩子们的口耳相传里或者是学
校里面的“课桌文化”“厕所文化”中，而不应该出现
在正规出版社出版的面向孩子们的儿童读物里。
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他们现在需要的是学习背
诵古文经典，是唐诗宋词中的经典，作为成年人，
应该对他们恶搞古诗词的这种行为给予必要的引
导、教育和纠正，而不是把恶搞的诗词印到正规出
版物中，对其起到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儿童读物应该近童真，远恶俗，也就是要倡导
健康、积极、有益的东西，远离阴暗、低俗与暧昧。虽
然不管是这套儿童读物的出版商还是作为推荐者
的当地教育部门，都不承认这套读物有“少儿不
宜”的成分，但是作为利益相关方，他们显然已经
失去了评判的资格，所以最好还是请家长，请教育
方面的专家学者来作判断下结论。

10月21日《东南快报》报道，因为担心撞
奔驰车太贵赔不起，遭遇刹车失灵的货车驾驶
员王先生情急之下变道，撞向了一旁的教练
车，才让货车停了下来。10月20日上午在福州
市南二环路口发生了这样一起“撞不起”的交

通事故，教练车损毁严重，好在没有造成人员
伤亡。

随后，盖山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及时处
理了这起“撞不起”的交通事故，王先生也被
罚款200元。

天气转凉，关于供暖的那些事儿又“热”了起
来。一边是居民抱怨煤炭价格下降而供暖费迟迟
不动，另一边是供热企业称即使煤价下跌依旧亏
损经营。(10月24日新华网)

近年来，在煤炭价格不断走低、但供热价格却
仍坚挺的情况下，每到供热季，煤炭降价、供热价
格为什么不降的“供暖账本去哪了”的质疑，都会
定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

消费者之所以纠结供热价格不透明，是由于
供热部门所谓的一些成本上升多是一些看得见却
摸不到的模糊理由，才导致了“供暖账本去哪了”
质疑的不断扩散和升级。换句话说，要想消弭“供
暖账本去哪了”的质疑，不能仅靠供热企业的自说
自话和模糊回应，而应该由公证的第三方出面来
化解。这一点，物价部门责无旁贷。

众所周知，城市供热和城市供电供水等诸多
问题一样，是重要的民生项目，具有一定垄断性，
直接牵扯千家万户的利益，这也就决定了供热价
格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实行(完全)市场调节价，而是
需要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进行定价或指导价。

在进一步推进供热成本等透明的过程中，物
价部门对供热价格的制定，尤其是供热企业所谓
的供热成本，要进行科学充分的监审，尤其是在一
些重要的成本项目(煤价、人工)发生明显变化，并
容易引发社会争议的时候，不管实际上需不需要
调价，都有必要进行常规的定期监审和指定监审，
并向社会充分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看有关所谓的
成本项目是否科学合理。只有供热成本信息及时、
透明合理了，质疑之声才有可能消失，起码不会那
么持久、强烈和引起太多不好的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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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童真远恶俗
□ 苑广阔

叫停的“楼堂馆所”可巧用于民生
□ 赵洪杰

“供暖账本去哪了”
拷问价格部门执行力

□ 余明辉

近日有广东肇庆网友发帖称，自己读初一
的女儿开学领到北京仁爱教育研究所出版的英
语课本里出现了大量广告内容，引起不少网民
热议。央视记者调查发现，教科书中夹带广告
的情况确实存在。(央视10月21日)

“英语课夹杂大量广告”，当然非常不应
该、不合理。首先，从直观形式上看，将牟利
性质的商业广告夹杂在公共公益性的学生教材
之中，就显得非常不和谐，明显有损教材应有
的严肃规范性和神圣性；更重要的是，大量广
告入侵教材，更可能会妨碍干扰其“教书育
人”的正常教育功能的发挥，甚至造成“误人
子弟”的严重后果。这诚如有专家指出的，
“教材里面出现广告，对孩子的价值观会产生
影响，对孩子来说，尤其是年幼的孩子分不清
哪些是广告，哪些是教材上编写的内容”。

“教材夹杂广告”之所以会一路畅通无阻
地涌入学校首先是与教材质量负有“把关”职
责的教育行政部门把关不严有关。依据《义务
教育法》，“国家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度。未经
审定的教科书，不得出版、选用。”很明显，
如果相关教育行政部门能严格把关，拒绝出版
选用“夹杂广告”教材，出版部门根本就不可
能敢于在教材中“夹杂广告”。其次，“教材
夹杂广告”现象的存在，首先是教育行政部门
的把关失职，也与目前中小学教材管理体制的
高度垄断化行政化密切相关。一方面，目前我
国中小学教材的编撰、出版实际上主要由少数
几家机构垄断，教材种类十分有限，难以形成
有效的教材竞争；另一方面，在教育行政化背
景下，作为教材使用主体的学校、教师、学
生，事实上也没有什么选择权，即便面对“教
材夹杂广告”，也无权“说不”。

教材夹杂广告

拷问教材管理制度
□ 张贵峰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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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北京市教委下发《北京市中小
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实施细则(试行)》，
从2016年起将实行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
每五年为一个注册周期，定期注册不合格或逾
期不注册的人员，不得从事教育教学工作。(10
月22日《北京晚报》)

现在看来，打破教师终身制已是大势所趋。
在一劳永逸的“一考定终身”机制下，教师身份固
化，难免产生职业倦怠，缺乏进一步提高业务水
平的动力。相比之下，定期更新教师资格认证，以
动态考核与流动管理敦促教师不断提高，无疑是
一种有效的手段，这也正是多地为此付诸实践的
关键所在。不过，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当下很多行
业的业务考核，仍在沿用论文+职称的模式，由
此不仅使得弄虚作假现象丛生，而且其不尽合理
的评判标准也饱受诟病。倘若不幸落入这样的窠
臼，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值
得怀疑。考证模式流弊已久，倘若定期注册制度
只是逼迫教师每5年考取一个证书，改革的积极

意义不免大打折扣。
资格证只是表明具备了从事某一职业的资

质，是否适应这一职业，以及能否在岗位上作
出贡献，则取决于具体的工作实践。现实情况
是，有些具备资格证的人，却并未从事相关职
业；而有些长期从事某一职业的人，却因制度
设计的门槛，迟迟未能取得资格证。乡村教师
撑起了贫困地区孩子的一片天，但他们中的多
数都无法获取资质，倘若他们因此被扫地出
门，有多少人愿意持证上岗填补空缺？

与其他行业相比，教师的业务能力更加难
以量化考核，一个优秀的教师，其贡献不在于
撰写了多少论文、获得了怎样的职称，而在于
给孩子提供了怎样的学习环境，是否有针对性
地培养了每个孩子宝贵的创造性。关于这些，
新的教师资格业务考核是否能够充分体现？显
而易见，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角度出发，打
破终身制固然有必要，不过，关键仍在于人才
评价机制的不断补充完善。

教师需要打破的
不只是终身制

□ 赵志疆

最近，全国一次性减少13万余个地方层面的领导
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协调机构名头众多：领导小组、
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时间不定：常设型、
阶段型、临时型；涵盖行业广泛——— 足疗保健、铲除豚
草、西瓜办、馒头办、生猪办……“协调机构”过多、过
滥，令人瞠目的数据背后，是对“机构法定”原则的淡
漠。打着“协同作战”的牌子，挂着“一把手”的旗子，喊
着“提高效率”的号子。(10月22日新华网)

全国一次性减少13万余个地方层面的领导小组和
议事协调机构，力度不小，但要防止按下葫芦浮起瓢。

领导小组太多，此伏彼起，有行政职能权力的约束

因素，也有政府行政形势化、运动化的管理因素。有的
事，本来应由某行政部门处理，但因该部门工作不力，
导致该办的事长期积压。及时成立领导小组，动用其他
部门的力量，会得到及时整改、治理，但这不是对原职
能部门工作的支持，反而是对其不负责任和部门问题
的放纵，不利于其他部门的工作。对此，应从查处、追责
入手，而不能成立领导小组，为不负责的部门擦屁股。

清理或削减过多的领导小组，需要规范领导小组
的成立，什么样的事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立的任
务和时间、人员来去都需要明确，防止一边清理、削减
领导小组，一边又在增设或易名新的领导小组。

精简“协调机构”勿按下葫芦浮起瓢
□ 卞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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