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全国驻村帮扶工作座谈会在湖北省孝感
市举行。孝感市自曝“家丑”：今年以来，市、县两级共
调整召回工作队长、队员合计323名，能力较差的召
回！工作不适应的召回！另悉，2017年，湖北省召回问
责120人，约谈诫勉464人，撤回调整1216人。（5月8日湖
北政府网）

近年来，在扶贫攻坚路上各地纷纷出台措施，选
派一大批尽职尽责、敢于担当的驻村干部，实行了群
众不脱贫、干部不脱钩的工作机制，取得了很大成

效。但也有选派的干部不尽责不尽心，工作中有的驻
村帮扶干部搞“走读式”“挂名式”帮扶，有的驻村干
部“只转转，不用心”、“只谈谈，不落实”。对此，湖北省
孝感市调整召回驻村干部，体现了当地党委政府对
党和国家事业负责、对老百姓负责的态度和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决心。

目前，全国在岗的第一书记19 . 5万名，派出以扶
贫为主要任务的驻村工作队23万个、驻村干部77 .5万
人，驻村帮扶工作不断呈现新的积极进展。在肯定成
绩同时，我们也要对当前驻村帮扶工作存在的问题
保持清醒认识，对扶贫攻坚不力必须及时调整召回。
产品质量不过关，负责任的厂家就要召回重修，干部
驻村帮扶“质量不达标”，负责任的党组织也应该召
回问责。“工作不称职”，就要“打道回府，闭门思过，
淬火加钢”。要对召回的干部实行严格的问责，对照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等党纪党
规严格追责问责，让选派驻村的干部感受到“紧箍”
压力，起到警示作用，促进党员干部恪守尽职，将扶
贫工作做到实处。实行不称职驻村干部召回，也要对
派出的单位和组织严格追责问责，脱贫攻坚不是做
样子，而是要做真事，各单位要坚持选贤任能的用人
取向，把作风硬能力强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同志
派到扶贫攻坚第一线，只有做到真派真驻真帮真考，
才能达到“扶真贫、真扶贫”的目的。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
大攻坚战之一。能否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关键在
人。各级党委政府要把脱贫攻坚当做政治任务抓好
落实，在派帮管服四个方面做好驻村帮扶工作。坚持
选优派强，加强力量整合，聚焦深度贫困，咬定总攻

目标，强化脱贫实效，增强帮的效果。压实管理责任，
强化驻村帮扶工作队和驻村干部的跟踪管理，开展
明察暗访，强化管的措施，建立驻村帮扶工作队督
查、考核、激励、问责机制，对不作为、群众意见大的，
采取约谈、召回、问责等方式进行处理，倒逼驻村干
部履职尽责，树立起“用口碑讲群众的获得感，以实
绩论工作的成就感”的鲜明导向，强化问题意识、问
题导向，着力解决驻村帮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更好
地发挥驻村帮扶在脱贫攻坚中的服务作用。

脱贫攻坚，责任重大，耽误不起，拖延不得。广大
驻村干部必须真正把脱贫使命放在心上、职责扛在
肩上、任务抓在手上，深入村组庭院、田埂地头，向基
层群众传递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声音，在基层一线
砥砺作风、务实为民，确保脱贫成效真正获得群众认
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广州市有关部门联合印发通知，从5月1日开
始，6岁以下儿童在广州市公立医院看病，包括门诊
挂号、静脉注射等在内的408个医疗项目都会加价，
价格上调幅度普遍为30%。广州市卫生计生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这次价格调整主要是出于体现医务
人员技术劳动价值、留住儿科医务人才的考虑。（5
月4日央视）

近年来，儿科看病难问题凸显。这一现象背后
的因果链条大致是这样的：儿科看病难是因为出
现儿科“医生荒”；出现“儿医荒”是因为大量儿科医
师流失；大量儿医流失是因为收入低、工作重、晋
升难；收入低是因为儿科不赚钱甚至亏本；儿科不
赚钱是因为儿童患者用药少检查少利润低……

顺着这个因果链接，缓解“儿医荒”，根本之策
似乎就是涨价了。可医疗服务毕竟不能完全放给
市场，而是具有明显的公益属性。市场化产品和服
务，可以通过价格杠杆调节需求，但孩子看病完全
是一种刚性需求，价格再高也得看。因而，缓解“儿
医荒”，涨价即便不是最坏的选择，也是相当差劲
的选择。

其实，提高儿科医生护人员的待遇，可以通过
调整绩效考核以及各科室“利益再分配”来实现。
在职称晋升方面，则可以制定适合儿科特点的晋
升通道。对有关政府部门来说，则需要加大财政投
入，合理规划儿科设置和医生培养。

新办的手机号，本想拿来注册一个微博账
户，没承想却用一条验证码登录上了别人的账
户——— 很多用户表示，二手号码为自己带来不
同程度的烦恼，如登录上他人账号、不能注册
APP账号、看到前号主的隐私等。而运营商方
面表示，目前一手号码“几乎没有”。电信专
家表示，应用程序提供商要考虑到类似问题，
在设计应用程序时就将二次验证问题设计在

内。（5月6日《北京青年报》）
如今，手机已经成为人们融入现代生活的

必须品，但通过报道可知，当前的二手手机
号，存在着让新号主无法使用相关功能，让老
号主的隐私和财产受到侵害的隐患。相关部门
有必要完善手机号码使用规则和账号注册、注
销规则，避免二手手机号成为“麻烦号”。

（文/史洪举 漫画/唐春成）

罚站不敢罚久，批评不敢说重，只要家长
一来闹，学校多半处于弱势，接着老师被要求
写检讨、扣工资。这是记者日前在江苏、山
东、江西等地采访的数十位中小学教师的普遍
反映。有老师明言，“如果老师惩戒学生要冒
职业危险，那我犯不着。”不敢管、不能管、
不想管，俨然已经成为教育的一个现实问题。
（2018年5月《半月谈》）

“玉不琢，不成器”，教育不仅要面临着
天性的挑战，而且随时要抵制来自外部的诱
惑。成年人还时常分心，有时把控不了自己，
遑论孩子。教育应该是快乐的，但教育的过程
往往是痛苦的，如果离开了“管”，必然出现
一系列问题。就像现在，面对不敢管、不能
管、不想管，受损失最大的其实还是孩子。

在许多人看来，这个问题在过去并不存
在。原因在于，过去老师是有权惩戒的，很多
人就是在“打”中长大的。有一个典故，北宋
丞相丁谓衣锦还乡时去看望自己的授业先生，
称自己“小年狭劣，荷先生教诲，痛加梗楚，
使某得成立者，皆先生之赐也”。这其实是很
多人的回忆，人们也没有因为曾经受过老师的
惩戒而怀恨在心。

但是，随着赏识教育兴起，教育惩戒被贴
上了反人道、反现代的落后标签。其实，赏识

和惩戒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当下教育面临问题
的复杂性远超过去，面对学校中越来越多的
“熊孩子”“小霸王”，一直有人呼吁重新赋
予教师惩戒权，甚至有地方已经进行了探索。
事实上，即便高举快乐教育大旗的西方国家，
也没有完全取消教育惩戒。电影《伟大的丘吉
尔》有一个画面，丘吉尔在上小学时，因为犯
校规被藤条打屁股。这固然是电影，但在现实
中，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
日本……我们熟悉的许多国家，教师都有惩戒
权。

当然，赋予教师惩戒权，必须有严格限
定，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部位使用何种惩
戒，由谁来惩戒、惩戒的程度，都必须有明确
的规定。一旦出了差错，是要承担责任的。而
且，我们有些教师，在教育理念上还停留在过
去，追求绝对的权威和控制，简单粗暴地不讲
教育的方式和批评的艺术，很有可能把惩戒带
进死角。

教育词典里不应有不敢不能不想管。当
下，有必要探讨教育惩戒权的问题，要加强顶
层设计，加强对惩戒权的规范，而社会和家长
对教育惩戒权也需要更多宽容。与此同时，社
会也不能把不敢管不能管不想管的问题完全归
咎到没有教育惩戒权。

我们在超市买菜时常常会看到三种不同的蔬
菜类别，它们分别有不同的认证标识：无公害食
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这三种标识代表着蔬菜
的不同环保要求。绿色食品比无公害食品的标准
要高，而有机食品的标准更高，但是，这些打着有
机标的食品真是有机的吗？（5月7日央视）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华丽高贵”的有机食品
存在诸多混乱：一是把有机菜和普通菜混在一起
卖的情况在许多超市都很常见；二是超市里售卖
的打着有机标的蔬菜无法确认到底来自哪里，但
可以肯定它们不是认证码上显示的有机种植基地
里生产出来的；三是在有机蔬菜的产地生产大棚
里，发现了大量的化肥。

简而言之，所谓的有机蔬菜从种植到销售，几
乎都是在以假乱真。货真价实的有机食品不仅是
环境良好、制作精细的良心产品，也是监管严格、
信誉至上的最佳载体。厂家和商家要明确自身的
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切莫鱼目混珠，违法背德。
政府有关部门要强化监督管理，严打制假售假源
头，完善监管体系，加大监管力度，坚决落实有机
食品溯源制度，确保有机食品的每一个环节都符
合相关标准，对假冒伪劣的有机食品要零容忍，坚
决打击，绝不手软。不能任由不法行为危害有机食
品声誉及公共食品安全，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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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人
□ 铎 印

“玉不琢，不成器”

教育词典里不应有不敢管
□ 毛建国

缓解儿科“看病难”

不能靠涨价
□ 晏 扬

岂容虚假有机食品

鱼目混珠
□ 斯涵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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