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32013年7月31日 星期三

编辑：葛亮 组版：陈华 评论

城事速评

据《济南日报》报道，为巩固餐
饮业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专
项行动工作成果，按照《全国城市文
明指数测评体系》的要求，济南召开
专门会议，认真研究制定济南市宾馆
饭店餐馆剩菜剩饭行为处罚方法。

——— 拟对剩菜剩饭进行处罚，初
衷无疑是好的。但处罚有无政策法规
依据、谁来处罚、罚款如何收缴利用、
处罚能否真正减少浪费，这都需要认
真讨论，切不可为了一时之用盲目出
台规定，丢了政策法规的严肃性。

据《青岛日报》报道，青岛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
公室与市考核办，委托青岛市社情
民意调查中心开展了“听民声、察民
意”群众满意度电话调查。

——— 通过电话调查来听民意，改
进政府作风，不是个新鲜事物了。如
能将调查结果尤其是排名情况向公
众公示，将更有利于推动政府部门查
找自身差距，提高为民服务水平。

据《德州日报》报道，近日，德州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向新上任的6名市直部门主要负责
人送达了《新任正职领导干部履行
经济责任事项告知书》，这是德州首
次采取书面形式将有关经济责任告
知新任正职领导干部。

——— 书面告知是一种提醒。廉
字当头，才能走得更稳更快。

据《菏泽日报》报道，日前，不少
市民反映，家中的家电过时了，更新
换代后却又感到弃之不用挺可惜，
当废品卖又不值几个钱。更尴尬的
是，菏泽缺乏电子废弃物回收企业
进行正规处理。

——— 市民的尴尬是对职能部门
的催促，希望能尽早建成正规回收
渠道。

宜居的保障房才不容易闲置

7月30日，省审计厅厅长向省
人大常委会报告2012年度审计工
作情况，其中透露：山东有9市、
4 0个县的 1 . 2 9万套保障性住房
处于闲置状态，其中4个市、22个
县4870套保障性住房未及时分配
使用而空置6个月以上。(详见本报
A07版)

保障房建设的初衷是为了解
决低收入群体、城市夹心层的住

房难题。现在出现大量的闲置甚
至空置，着实让人吃了一惊。因为
即使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我们
身边的事例已足以说明，保障房
全覆盖还有一段路要走。

保障房闲置甚至空置，不是
证明“住有所居”的安居梦已实
现，恰恰说明保障质量还得进一
步提高。审计报告就指出，闲置主
要是由于保障房的配套基础设施
或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或是因
为申请保障房的门槛太高。

建设保障房是一项重大民生
任务，各级政府都将其列入重点
工作。依靠行政力量，大批保障房

快速建了起来。但如果只是在数
量上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却不
能满足老百姓的宜居需求，是一
种浪费。

建保障房，心中不能光想着
数量上是否达标，更得想到保障
范围是否足够大，百姓住在这里
是否方便。当保障房配套设施齐
全了，老百姓能住得舒心了，保障
房建设才是真的完成任务了。

审计报告还透露，保障房闲
置的另一个原因是申请门槛太
高。与此同时，还审计出7个市、38

个县的815户居民家庭收入、住房
标准等不符合保障条件，但仍获

得审批通过，享受到了住房保障
待遇。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政府
的决策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设
立申请门槛之前应该广泛调查研
究，摸清哪些群体多少家庭真正
需要住房保障。门槛太高会造成
浪费，门槛太低会超出地方承受
范围。

万余套保障房闲置不是一个
小数字，它背后可能是万余个家
庭还得继续租房或无房住。都说
民生无小事，百姓的事是天大的
事，那就从保障房建设入手，既要
数量达标，更要质量达标，让百姓
住得上，住得好，住得有尊严。

刘海鹏

7月30日，34岁的文学硕士李
强在导师的带领下来到莱芜技师
学院，进行为期两年的焊工专业
学习。硕士“回炉”技师学院，无疑
很刺激眼球。但静下来想一想，这
是否也意味着高等教育改革必须
加快？（详见本报A13版）

从专科升到本科，再到硕士，李
强至少奋斗了七八年。像他这个年
龄，要镀金的话应该去上MBA或者
攻读博士，但他却选择了一个几乎

人人可上的职业院校学焊工技术。
李强这份“不做苍白领，要做金蓝
领”的勇气是可嘉的。

职业院校真的拥有了那么大的
“魅力”吗？当日，还有一条新闻，我
省的专科（高职）填报志愿资格线仍
然和去年一样，文理科都是180分，
尽管已经无法再低，但许多高职院
校最终可能仍然吃不饱。这样来看，
李强的选择只能说是一个个例，让
我们看到了职业教育的些许希望，
但并不能代表教育的未来。

如果更多的学子在上完本科

甚至研究生之后再去“回炉”职业
教育，那不仅是教育资源的极大
浪费，更是教育的巨大悲哀。

我们不能对李强们的选择下
一个是非判断，因为那是个人的
选择。只要不危害社会，不损害公
序良俗，他就是合理的。我们想讨
论的是，高等教育尤其是学历教
育是不是得加大改革的力度。

当一个硕士毕业生，在辗转中
“回炉”技校，我们要问的是，高等教
育为什么没教会他如何规划人生？
为什么没有为他提供稳定的谋生技

能？不管定位如何，高校盲目地上同
样的专业，是否只是培养出了同质
化的“产品”，让他们失去了竞争力？

用一个个例来“吐槽”高等教
育，并不是没事找事。手捧硕士学
位的年轻人在社会上都找不到安
稳的立足之地，除了自身原因，这
是不是也在督促高教加快改革？

高教改革喊了好多年了。日
子可以日复一日，但改革不能原
地踏步，要拿出实在的成绩，让人
看到希望。

（作者为本报编辑）

硕士上技校拷问教育同质化

本报评论员 高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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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主动招呼环卫工

进门纳凉吧

编辑同志：
前不久，笔者外出办事路过

济南花园路南侧，尽管正值中午酷
暑难耐，一位五六十岁模样的女环
卫工可能由于清扫任务累了，在树
阴下头挨着环卫车睡得十分香甜。

近日，不少公共场所向市民免

费开放，提供纳凉点。在此，笔者有
一个小小的建议，能否主动招呼环
卫保洁人员进门纳凉休息，乃至给
他们送上一杯凉开水？

为什么提出要主动招呼？因为
环卫保洁人员一般离不开清洁车和
清扫工具。尽管统一了服装，但有的

认为自己年纪大，工作脏，在没有打
招呼或提示的情况下，不好意思自
己主动“推门而入”。

主动打招呼，邀请他们进门
纳凉，费不了多少劲，希望这样的
纳凉点能越来越多。

(读者 亓学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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