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岁参军、11次篡改档案、跨两省5地造假……近
年来干部履历造假的情况屡被曝光，“三龄两历一身
份”成为一些干部随意篡改涂描的对象。中央组织部
近日通报称，在省管干部档案专项审核中，420人因档
案造假受到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186人因档案问题
被记录在案，未查清前不得提拔或重用。(1月29日新
华网)

近年来，一些干部档案造假现象屡被曝光，被群
众调侃为“年龄越填越小、工龄越填越早、学历越填
越高、身份越造越假”。干部档案，是记载干部基本信
息、政治思想、业务能力、工作表现、工作实绩等内容
的文件材料，是历史、全面地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
如果档案被任意修改、造假，势必造成对干部的考察
失之偏颇，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无利不起早”，干部造假绝大多数的目的只有
一个——— 升官。也就是说，一些人明知有暴露和被查
处的风险，却依然要冒险给档案“注水”，无非是为了
早日上位或推迟离位，争得“帽子”、占住“位子”，因
为“帽子”、“位子”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有一定官
职，得到应有的合法的报酬，这无可厚非。但是这些
想方设法改档案者，坐在造假得来的官位上，恐怕绝

非仅仅为了合法的报酬，而是为了利用“位子”获取
更多的非法利益。

在现实里的造假骗官案中，一些组织人事部门
按照个别领导授意而为之，是典型的用人腐败。一方
面，在权力干预下，修改年龄也好，伪造证明材料也
罢，自然畅通无阻，假档案就能自圆其说了，最后再
通过组织认定，假的就成真的了。事实证明，干部档
案造假现象多集中在干部选拔任用前后，常借工作
调动之机“瞒天过海”。另一方面，“造假干部”泛滥成
灾，说到底，还在于造假成功的成功率太高，利益太
大，造假失败的可能性很低，损失极小。即使因为造
假被发现，也很少会去刨根问底，就算真查出了问
题，也不过是撤职处理、纪律处分，就拿去年江西闹
得沸沸扬扬的徐楷骗官案来讲，当事人最后居然只

是得到“降为科员”的简单处理，既不罚款、也不判
刑，还保留干部身份，造假成本如此之低，这无形之
中就壮了个别干部的“贼心”和“贼胆”。

要从根本上遏制人事档案造假，依法依规治理
是关键。和其他作风之弊一样，只要严管严查，扎紧
制度的笼子，干部档案管理乱象就能够得到改善和
解决。一方面，要加大对干部档案造假问题的纠正和
惩处力度，做到敢管敢查、严管严查和核查全覆盖，
凡错必改，有错必纠加大造假者的违规“成本”，严肃
追究主管负责人的把关之责；另一方面，监督要到
位，干部选拔任用要严格执行公示制度，把干部档
案、履历“晒”在阳光下，并要及时解决人事招录、管
理、选拔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问题，在看重干部履历的
同时更注重工作实绩，让真正德才兼备者脱颖而出。

“不要与社会上不良青少年或职高学生混在
一起，以防上当受骗或被欺负。”1月25日，在浙江省
海盐县行知中学德育处发送给学生家长的一条关
于学生返校参加考试的校讯通短信中，涉及到对
职高学生的内容引发职高学生和职业学校的普遍
不满。(1月28日《中国青年报》)

“不要与职高生混”这种带有浓烈歧视味道的
短信，迅速点燃了“职业高中与普通高中”这两个
群体间对抗与冲突的火药筒。当下的教育环境中，
充斥着歧视。而且这种歧视观念伴随着我们度过
了整个幼儿和青少年时间，“不要与××为伍”之
类的教育与警示语，时常被班主任和家长们念叨。
从幼儿园到大学，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具体到职业高中生与普通高中生，一般情况
下，能在中考中“胜出”的上普通高中，在中考中“失
利”的上职业高中。因此，就现实而讲，职业高中生
与普通高中生，是被严格的分数线划分成的两个
群体。这两个群体，最大的差别在于成绩好坏，确
切来说是中考成绩的好坏。在许多人尤其是部分
教育从业者眼中，分数低也就代表了素质低、人品
不好，还代表了没前途，等等。而事实上，这是一种
偏见，现实中职校生比本科生前途好的人大有人
在，很多人成为企业不可缺的人才，而走上社会后
比职校生干得差的本科生也并不少见。所以，用虚
妄的分数将两类人分裂开来的做法并不正确，在
社会更需要大量职校生的今天，这种观点尤其需
要得到纠正。

据《南国早报》近日报道，日前，在不少柳州市
民的微信朋友圈里，一张试卷的图片引起了大家
转发，一名学生在试卷上方写着：“老师给个80分
吧，80分好过年。”转发者对这个孩子的行为忍俊
不禁。如今柳州市各中小学都已经考完试，家长应
该以什么心态来对待孩子的分数呢？

“考卷留言”是给老师、家长和社会的一道试

题。孩子的“考卷留言”隐含了对老师的信任，不管
处理结果如何，都不能将其“晒诸于众”。对家长而
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个家长的心愿。但是，
每个孩子的天资各有差异，不能一味地盯着成绩
不眨眼。对整个社会而言，考的是对孩子的呵护。
所以，希望老师、家长、社会对此要认真思考、认真
回答。

北京警方28日介绍，针对广安门中医院等医
院存在的号贩子问题，警方已展开连续查处行
动，并成立专案组进一步展开工作。在前期调查
的基础上，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会同西城
分局连续开展工作，先后在广安门中医院、协和
医院、宣武医院抓获号贩子12名。(1月28日新华网)

近日，一名女子痛斥广安门中医院号贩子
的视频引起强烈反响。此后，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这名女子表示受到号贩子的威胁，而嚣张
的号贩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口口声声称自
己作出了贡献，“社会应该感谢我们”。这种
现状当然不能被容忍。应该说，医疗秩序被破
坏，也让医疗资源更为紧张，加剧了普通百姓
的看病难，对此必须严厉打击。

我们看到，事情发生后，国家卫计委和北
京市卫计委都表示，要对这种情况开展调查，
进行治理。北京警方的反应还是迅速的，出手
十分果断，治理立竿见影，抓获了12名号贩子。
尤其是警方已展开连续查处行动，并成立专案
组进一步展开工作，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
抓获12名号贩子只是治理的第一步，号贩子擅长
打游击，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他有的是
功夫与耐心与你周旋，要铲除号贩子，必须从
三方面发力。

其一，打击常态化。号贩子作为一群“害

虫”，警方一直在打击。但是，由于警力不足
以及号贩子的狡猾，常常是抓得紧了，号贩子
就销声匿迹，一旦盯得不紧，就会浮出水面，
继续危害社会。所以，要想铲除号贩子，就应
常抓不懈，打击常态化。不妨说，警方成立专
案组是一个好办法，接下来，除了有人严防死
守，还要发动群众，做好眼线，盯牢死角。

其二，切断利益链。利益是最大的驱动
力。号贩子之所以打而不绝，甚至顶风作案，
主要还是为了逐利。他们游手好闲，好逸恶
劳，但却在拿号方面得心应手。这既有他们的
套路，也有他们的内应，有些医院的保安甚至
医护人员，都是他们的同盟者。打击号贩子，
还要抓内鬼，从根上切断他们的利益链。

其三，培育好资源。号贩子产生的土壤，
毫无疑问，根本是医疗资源匮乏，如果家乡的
医院能治病，谁又会千里迢迢风尘仆仆进大城
市看病呢？而且外地人初来乍到，不熟悉流
程，为了节省时间，就想通过号贩子解决难
题。所以治本之策，当务之急是治理好医疗秩
序，从长远看，就需要卫计委在一些大中城市
培育布局疑难病治理资源，从源头解决人们看
病远、看病难的问题。总之，治理医疗秩序，
铲除号贩子，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要有长
效机制，坚持打阵地战，打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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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发布红头文件《凤
冈县规范操办酒席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禁止复
婚、再婚操办酒席，对违规操办酒席收受的礼金一
律没收并上缴国库，操办酒席用具全部没收。而且
该文件明确所适用的对象，包括凤冈县辖区内的
所有城乡居民，生活和居住在该县范围内的外县
籍人员也包括在内。(1月29日《北京青年报》)

毋庸置疑，对摆宴攀比奢靡风予以规范和引
导是必要的。但婚嫁摆宴，摆不摆、摆多少、标准多
高等，是公民尤其是广大普通老百姓自己的选择，
任何法律法规对此没有限制。作为地方县级的规
章，对此进行宣传倡议未尝不可，但为此就设置成
强硬的必须执行的制度，便涉嫌违法施政干涉民
权。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在党和国家大力
简政放权、依法治国、人性化管理、大力整治任性
红头文件的情况下，凤冈县此次的婚宴酒席等规
定，一些具体细则无疑不合时宜显得尤为扎眼。期
望有关方面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及时修正，让相关
规定能够切实起到规范民风、引导民风的作用，但
又不失法制化、人性化、科学化，千万莫再出台这
样蛮横任性的红头文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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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医院“号贩子”

须有长效机制
□ 韩 睿

整治档案造假需从强化制度入手
□ 吴学安

“不要与职高生混”的

认识误区
□ 王传涛

婚宴禁令

是权力越界
□ 余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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