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1月底，一则《网友实名举报招商
银行吕梁分行行长李某违规违纪腐败贪污贿赂
包二奶》的举报信在网络引发关注，举报人自
称是李某的妻子张某某。

张某某举报丈夫在其父亲账户里存入近亿

元不明存款，2015年3月18日，李某向记者表示，
这笔近亿元资金是客户的钱，自己为了拉存款
将钱存入父亲账户里。招商银行太原分行办公
室总经理向记者证实，李某因违反银行的员工
禁令目前已被开除。(3月23日《法制晚报》)

作 者/ 唐春成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
海因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挥霍浪费公共财产、收
受巨额贿赂等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秦玉
海的蜕变过程，大多与他的雅好——— 艺术摄影分
不开，与他痴迷摄影、追名逐利如影随形。(3月23
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

官员被自己的爱好所误，令人叹息。官员可
不可以有自己的爱好？官员原本也是普通人，有
点爱好并不奇怪。而且，官员在工作与生活中也
会遇到压力，需要借助一些爱好来排遣。但是，爱
好也有两面性，过于嗜好某一方面事情，会把人
毁掉，官员也不例外。秦玉海的摄影爱好发展到
了痴迷的地步，自是不妥。因为官员的工作乃履
行其职责，而不是只顾自己的爱好，所以决不该
忘了“主业”。若一心去发展爱好，自是可以辞职
去当个摄影家、书法家、收藏家等。官员的爱好，
当以不影响自己的工作为底线。

官员如何对待自己的爱好，这也至关重要。
有些官员喜欢书法，闲来写上几笔字，陶冶情操，
并无不妥。可因其权势，“正楷还没写会，就写狂
草”的作品也可能会迎来一片吹捧之声。就这种
水平，还自以为是大书法家，甚至借着权势，以艺
术之名大搞权钱交易，那就过了。爱好就像一碗
汤，好汤，口惠还会滋补，但有时也会过犹不及，
伤身误人。所以，官员要慎待爱好这碗汤。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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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五华区从2006年12月起启动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收缴工作。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五华区共收
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4 . 3亿元。五华区住建局房产管
理科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五华区每年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使用量不到总额的2%，大量住宅专项维修金
趴在银行账上。（3月24日《人民日报》）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是日后房屋维修的保障，但
在使用中却遭遇了有钱难用的尴尬。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是业主在购房时需强制缴纳的，根据规定，维修
金是当地住宅建筑安装工程每平方米造价的5%至

8%。如此庞大的一笔钱本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可越
来越多的业主发现，资金交由政府部门代管后，往往
石沉大海，不知所终。

我国自1998年实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至今，全国收缴的维修资金在5000亿元左右。因申请
手续繁琐、过程艰难，这笔资金被称为“沉睡”的资
金。不但维修难以提用，有些甚至沦为利益部门的

“生财工具”和腐败分子伸手的“黑箱地带”。
其实，所谓“沉睡”的住宅维修资金并没有沉睡。

住宅维修资金被用作炒股者有之，被非法挪用者有
之，被用抵押贷款亦有之，反而是比较稳妥、利率较
高，且符合规定的银行定期存款和购买国债两种方
式并不受待见，由此导致住宅维修资金或收益低下、
或频受损失、或不知所踪。这样，最终受损的，乃是政
府的公信力以及业主及公众的权益。

就像公积金一样，维修资金也同样有监管不到
位的问题。而近年来爆出的这些问题也说明，住宅维
修资金制度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了。归根结底，住宅
专项维修资金沦为某些部门的生财工具，源于现有
规定对资金管理的透明度要求没有落实到位，而解
决之法也正在于弥补管理漏洞，建立健全资金公开
运行、管理的机制，并辅以严格的责任追究办法，尤
其要注意引入业主共同管理机制。

此前，《沈阳市商品房住宅应急维修管理办法》
正式施行。经有关部门鉴定，确认立即维修后，可按
规定通过应急程序使用维修资金。程序简化，改变了
以往申请维修资金报批难，不能及时启用的状况。在
此之前，使用维修资金的程序相对繁琐，按规定，需
三分之二的业主同意，而且同意业主的房屋面积加
起来需要超过总房屋面积的三分之二。仅这一项就

让维修资金的使用效率大打折扣。同样，从去年开
始，长沙、深圳等城市计划由业委会自行管理维修资
金的试点；在南京江宁区，一年来已有20个小区先后
成立业主委员会，并成功实现了“活期转定期”，将利
息的支配权掌握在了业主手中。

住宅维修资金作为一种特殊的资金，它针对具
体的个体，具有专门的用途，在制度的建设与监管的
设计中，不能将出资人及受益者的业主排除在外；而
作为直接出资人和受益者，也只有业主能真正妥善
照管这一资金，真正关心资金的稳妥与收益，在最稳
妥的途径下创造最大的收益。可以说，在住宅维修资
金管理这一问题中，无论从效果、方式、功能还是对
于国家治理的意义来看，就政府和社会这两种因素
而言，如何激发业主参与管理的热情才是最重要，最
根本性的因素。

3月22日是第二十三届“世界水日”，记者从
广州市环保局获悉，今年广州市将投入420万元，
在流溪河流经各区的交接断面建立水源水质自
动监测站，今后谁污染了流溪河，谁治理的怎么
样，将直接反映在监测数据上。（3月23日《南方都
市报》）

设立水质自动监测站，无疑相当于让环保部
门有了敏锐的“眼力”，违法排污者想要遮人耳
目、蒙混过关，自然绝非易事。这一环保之“眼”的
到位，对于环保工作的助力，对于排污行为所产
生的震慑力与约束力，自然值得期待。

应该说，监测的到位，某种程度上是环保工
作到位的前提，环保监测基础设施的完善，也理
应成为确保环保监管兑现的首要事务。在这方面
加大投入，不仅无关浪费，恰恰是事半功倍，将极
大地提升环保工作的效率。当然，仅仅是让环保
部门“擦亮眼”，的确还并不足够。如何确保这双
眼不被蒙蔽，有了“眼力”之后，更有行动力与执
法效力，也仍需环保职能与职责的细化。现实中，
环保监测的数据被掺水造假，其实并不鲜见，定
位了污染者，却因为地方利益保护而放之任之，
其实并不鲜见。从这个意义上说，环保有了“好眼
力”，当然不可或缺，但环保工作的真正到位，“擦
亮眼”还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一项最高奖金达100万元的大奖，目前
正在四川大学开展评选工作。3月17日，四
川大学首届“卓越教学奖”网络票选活动正
式开启，15位候选教师正接受师生的网络投
票。从2014年12月底启动评选以来，这项旨
在激励教师潜心于本科教学的大奖，遭遇了
激烈的争议，引发了师生们的关注。（3月
23日《中国青年报》）

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四川大学重奖百
万，激励本科教学，理论上对提升本科教学
质量有作用，但至于作用到底有多大，笔者
并不乐观。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不是主观
臆测，而是在现行高校教师管理模式下，此
举本身就不是最优选择。

本科教学质量事关高校教育的根本，作
为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天职的教师，不论其身
份是教授还是讲师，潜心于本科教学本是义
不容辞的责任。如今，教师履职本职却要通
过重奖激励，不免叫人忧心忡忡。

事实上，不知从何时起，很多高校教师
离开本科教学的课堂，尤其一些有一定影响
力的教师，本科教学课堂根本难觅踪迹。即
便是站在本科教学课堂，有些也是应付了
事，根本谈不上潜心，甚至出现要研究生或

者博士生代为授课的现象。
教师无心本科教学，不是他们不知本科

教育的重要性以及自身肩负的职责，而主要
是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职称评价机
制，使得他们为了职称不得已而为之。须知
讲师晋升副教授，副教授晋升教授，科研成
果、论文发表情况等是硬指标，本科教学情
况则是软指标甚至根本不在晋升指标之列。
在“科研指挥棒”下，教师只好放弃本科教
学，把更多精力放在科研上。说穿了，只要
“科研指挥棒”依然像当前一样威力无穷，
别说是重奖100万，就是200万，也不会扭转
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原因很简
单，重奖看似诱人，实际上每年得奖的人寥
寥无几，且获奖有一定的偶然性。从长远
看，进行职称评审标准改革要比重奖更具引
导性。

故而，激励教师潜心于本科教学，不妨
在教师晋升时把科研与本科教学质量一同考
评，对只有科研、无本科教学的一票否决不
予晋升，对经过评选本科教学获奖的给予加
分或者优先晋升，从而转变“科研指挥棒”
的管理方式，从而促进越来越多的教师更加
重视本科教学。

维修资金使用，业主要有话语权
□ 吴学安

环保仅“擦亮眼”

还不够
□ 武 洁

激励本科教学

重奖百万是次优选择
□ 乔子轩

别让爱好

毁了自己
□ 王玉初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