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蒜薹收获季节。今年，全国多地蒜薹陷入价
跌滞销困境，其中一些地方蒜薹收购价1 .5元/公斤左
右，还不够付人工钱。为了不影响大蒜生长，有些蒜
农忍痛将蒜薹丢进了沟里，“只要把蒜薹从地里带
走，免费自由采摘，还免费提供午餐”。但在山东兰陵
县，地头蒜薹收购价最高到了6 . 4元/公斤，平均也在
5 .2元/公斤以上，呈现出价格高、交易火爆、供不应求
的景象。

聚焦供给侧发力，是新常态下强农兴农的主攻

方向。对农业来说，所谓供给侧，主要是种什么、卖什
么的问题；发力供给侧，主要指从供给、生产端入手，
提供更多质量优、市场好、价格高的农产品。显然，那
些卖不出价、鲜有人买、不得不赔本处理的蒜薹，大
多是低效供给或无效供给；高价位运行且十分抢手
的“兰陵蒜薹”，才能称得上有效供给，才能更好地增
加农民收入。可以说，“兰陵蒜薹”为我们如何发力农
业供给侧改革，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

发力农业供给侧，聚焦点在农产品的质量上。
“兰陵蒜薹”为什么价格高、市场好？品牌是个重要优
势。这里的大蒜种植，有近两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
农产品地理标志金奖。品牌要靠品质来保证。当地以
砂质土壤为主，含有较高的有机质，区域地下水微量
元素对大蒜来说近似一级肥水，使这里的蒜薹“肥、
脆、甜、辣味适中、色泽好”，每公斤零售价一直比其

他产区高3 . 0元以上，北京、上海等地居民比较认可。
“冰火两重天”的蒜薹，展现的是农产品“由总量不足
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的新态势，而如何提供更多高质
量和安全的农产品，进而形成消费者认可的品牌优
势，则是适应新常态、发力供给侧的要害和关键。

发力农业供给侧，不仅是农户的事，也是政府的
责任。没有当地的好土壤作基础，就没有今天的好蒜
薹。换个角度，若土壤遭到污染或破坏，情形会怎样？
当地政府为保护蒜薹生产，放弃了一些可能导致土
壤污染的“发展机会”，看似无为，实则有为。绿色、安
全是农业的本色，当地全程监控蒜薹的种植、采摘、
用药、贮存等情况，杜绝了“害群之马”，为蒜薹撑起
来安全伞。更为重要的，蒜薹是鲜食商品，各种风险
多，当地推出的“兰陵蒜薹价格目标保险”，是全国第
一个蒜薹价格保险，分散和化解了蒜农风险，有效避

免了“丰产不丰收甚至入不敷出”。必须认识到，发力
农业供给侧，必须坚持市场化导向，但各级政府不能
袖手旁观，必须在改善环境、政策引导、优化服务上
下功夫。

当然，“兰陵蒜薹”也遇到了新问题。今年，因冬
天太暖、倒春寒等影响，出现“面包蒜”等灾害，全县
蒜薹减产5%-7%，影响了蒜农收入。专家介绍，如果掌
握更多种植技术，科学配方施肥，灾害损失可以减小
或避免，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蒜农科技知识的不
足，也说明提高农民科技种植能力，是发力农业供给
侧的重要一环。

一根蒜薹，生动演绎了一幕农业供给剧。剧情
中，有令人喜悦的情节，也有遗憾和不足。既从市场
需求考虑问题，又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从
供给侧解决农业“短板”，“兰陵蒜薹”是一面镜子。

2017年5月10日，济南市历下区的100处泉水直
饮点，在方便市民和游客的同时，逐渐成了泉城新
名片。不过，仍有个别市民用水管水桶等取水，霸
占直饮水点。（5月11日舜网）

原本专门用于市民和游客“直饮”的“泉水直
饮点”，却被个别市民霸占为“用大桶小桶装水”的
取水点，这种现象确实显得不太文明、很“扎眼”，不
仅明显有违设置“泉水直饮点”的初衷，“耽误其他
人使用”，而且也会造成十分宝贵的直饮泉水不必
要的浪费。

避免“直饮水点被霸占”沦为“取水点”，除了在
道德文明层面，对一些市民进行宣传、劝诫之外，
更直接有效的办法是从技术上改进完善泉水直饮
点的相关设施，增加取水难度。如，通过一定的技
术手段，控制泉水直饮点的出水数量和频率，可将
直饮点的出水量，限制为每按键一次，仅能出水1升
或半升，且两次按键饮水之间需保持几分钟的时
间间隔，这样既能满足饮水需求，又能增加用桶取
水的难度，从而使其能“知难而退”。

应该意识到，像“不霸占公物”这种社会文明
的形成，其实不仅只是修行教化的结果，同时也是
规范制约的产物。

不关水龙头罚50元，玩手机罚100元，近
日，广西宜州市山谷高中针对学生的罚款规定
遭网友质疑。5月10日，记者从该校校长丁磊
处获悉，2015年7月1日至2017年4月19日，学校
共收56450元罚款，5月15日之前将退还学生家
长。（5月10日《新京报》）

从深层面看，学校“罚”字当头，虽然有
着“重罚之下必有优生”的善意初衷，但却暴

露出了以罚代教的恶意，也推卸了教育责任。
学生违纪，给予适当的“惩戒教育”，并无不
妥。问题是，学校以罚代教，属于一种典型的
懒政教育，非但无助于学生的进步，反而加重
了学生和家长的负担。对“明码标价”罚违
纪，学校不能退款了事。事实上，这是一种乱
收费行为，不仅要对涉事学校也进行“明码标
价”处罚，而且应对学校负责人问责查处。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曾明确表示，将建立健全
以合同管理为基础的用人机制，研究制订高校、
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
法。2015年5月，北京市发布的《关于创新事业单位
管理加快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意见》中就明
确提出，对现有高等学校、公立医院等，逐步创造
条件，保留其事业单位性质，探索不再纳入编制
管理。（5月14日央视网）

高校、公立医院等二类事业单位，将逐步取
消事业编制，实行全员聘用制度，所有人员实行
合同管理，高校、医院掌握了用人自主权，退出通
道被彻底打开，人员能进能出，等于打破了高校
教师和医务人员的“铁饭碗”。特别是，对高校教
师和医务人员实行合同管理，高校、医院与聘用
人员建立起契约关系，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促
使教学和科研水平进一步提高，医疗服务进一步
优化，医患关系进一步和谐。

推进高校、公立医院实行全员聘任制，根本
目的是为了清除高校和医院传统管理体制的“行
政化”弊端，建立起以专业化和公平竞争为核心
的职场文化，这是对中国高校和公立医院“官本
位”文化的一种消解。这也意味着，高校教师和医
务人员将不必再通过“铁饭碗”和仕途来体现自
身的价值，只要努力工作，通过年功积累就可打
破职业发展的天花板。再者，破除高校教师和医
务人员“终身制”，优胜劣汰，使人才脱颖而出，能
进能出，良性流动。

过去，一些高校和医院，已经脱离了事业单
位的本质，变成了“准行政部门”。而某些高校和
医院领导，既是“学术老大”，又是“行政大佬”，在
高校和医院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处在通赢与通
吃的地位，占有大量的社会特殊资源，行政至上
而非学术至上，实际上已经牢牢主宰了他们的思
维定势。如此语境下，高校和医院一边在为叫喊

“去行政化”而歇斯底里，一边又在为享受“行政
化”而乐不思蜀。

高校和医院行政化严重，去行政化是事业单
位改革的重中之重。“官本位”影响着高校和医院
的价值判断与利益分配，特别是，在“官本位”活
色生香的语境下，哪怕是有再多的教授和医师成
为官员，也不足为奇。问题是，当教学不归教学，
医术不归医术，行政不归行政，几个元素的位置
交错重叠、混淆不清时，教书育人和治病救人，只
能成为教授和医生贴在脸上的一张“标签”，这无
疑是大学生和患者的一种悲哀。

因此，高校、医院“去编制化”，是“去行政化”
的第一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取消学校、
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
位法人治理结构。这是对高校、医院“去行政化”
的刚性要求。然而，高校、医院”去行政化”，不是退
出事业编制，减少几个内设机构和领导职数，就
一蹴而就了。关键是，要从根本上消除潜伏在高
校、医院领导头脑中的“官本位”思维，让他们回
归教学和治病的本位。

作 者/ 唐春成

记者从广东中山市公安局民生实事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首批居民身份证自助办证机
已在石岐区公安分局“落户”，目前已经受理
居民身份证625个。有了这款办证“神器”，人
们就能在家门口自己动手补换领身份证，一般5
分钟就能够办理好。（5月12日《中山日报》）

过去，身份证丢失了，申办新的身份证十
分麻烦。丢失者要带着材料到派出所，有的时
候由于人员多，还需要苦苦等候。有的时候，
还没有排到自己就下班了，还需要再次前往。
一些市民不知道需要携带什么资料，跑了一趟
又一趟。办理好申请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
继续等待，申请新的身份证需要几十天的时
间，补办临时身份证也需要不短的周期。这给
市民带来了不少麻烦。

改变这种尴尬需要互联网思维。中山市公安
局就借助了互联网思维的发散思路。他们安装了
一批身份证自助办理机器，并将这些机器安装在
社区里，安装在小区里，安装在广场上。由于便民
设施就在百姓身边，也就方便了百姓，只需要5分
钟时间就能申请成功。虽然说，还不能立等可取，
可这已经是不小的进步。

多些为民的情怀，就能走出公共服务“疑
无路”的困境。延伸了来说，笔者以为在互联
网时代，所有公共服务都要有互联网思维，这
是“5分钟补换身份证”给我们的启示。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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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手段制约

避免直饮水成取水点
□ 张贵峰

“去编制化”是

高校“去行政化”第一步
□ 汪昌莲

5分钟补换身份证的

启 示
□ 郭元鹏

“兰陵蒜薹”是农业供给侧改革镜鉴
□ 孙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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