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洁员吃剩菜”给学校提了醒

烟台大学有这样七名保洁员，
他们连续五个月坚持在学校餐厅
的一张固定桌子上吃学生剩下的
饭菜，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家庭贫
困，而是想提醒学生节约粮食。本
报报道之后，这件事在该校学生中
引起热议。(本报今日A12-A13版)

七名保洁员的良苦用心确实
值得敬佩，看到此情此景，那些把
大量饭菜剩在桌上的同学，难道就

不为自己的行为汗颜吗？但食堂的
管理经营者也要考虑一下，产生这
么多剩菜剩饭，到底是什么原因？

一说食物浪费，人们往往就想
到了高档餐厅和一些定点消费场
所，像大学食堂这样带有一定公共服
务性质的地方，反倒容易被忽视。尽管
这里没有什么海参鲍鱼之类的高价菜
品，但是前来就餐的人非常多，少部分
人的浪费也会形成惊人的总量。更何
况，存在浪费之风，对学生日后的行为
方式也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因如
此，七名保洁员吃剩饭，是对学生的一
堂教育课。

相比完全商业性的餐厅，高校

食堂饭菜得益于教育部、财政部给
予的补贴，要比市场价便宜不少。
北京大学的农园食堂就因为价格
上的“优势”，吸引了很多校外的就
餐者，一度出台了馒头限购政策。
那些抱着“饭菜是我买的，吃掉扔
掉都一样”想法的学生，应当多想
想一粥一饭来之不易。

当然，勤俭节约不能光靠人们
的自觉性，食堂的管理者也可以发
挥积极作用。现在很多学校食堂在
一定程度上是“垄断”的，缺乏有效
的监管。常有学生反映学校饭菜味
道不好，分量上还存在“一份吃不
饱，两份吃不了”的情况，剩下饭菜

也是无奈之举。食堂管理者不妨多
听听学生的意见，通过饭菜品质
的提高和供应方式的改进，改变
校园食堂里的浪费现象。就像青
岛科技大学负责餐饮的老师提出
的那样，学校餐厅负责人应该多
到餐具回收处观察，看看剩下较
多的是什么，以此作为提升管理
水平的依据。

不光是学校，一些机关单位的
食堂也存在类似情况。平价甚至低
价的“剩宴”，是对国家公共资源的
浪费，更值得人们重视。即便没有
保洁员“以身作则”，剩在桌上的饭
菜本身就是最好的提醒。

高校学子享受到了国家给予的饭补福利，应该对平价饭菜更加珍惜。食堂管理者也不妨多听听

学生的意见，通过饭菜品质的提高和供应方式的改进，改变校园食堂里的浪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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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塔登塔门票为淡季20元、旺季30元，一些游客反映这样不合理。16

日上午，陕西省物价局官方微博称：门票价格将统一为40元/人·次。这被认
为是报复性调价，受到强烈批评。陕西省物价局随后称：物价局尚未审批40

元定价，发布是因工作失误。
景区是公共资源，不是谁家的钱袋子。“工作失误”的解释不知真假，但

想调就调、越调越高的神逻辑站不住脚倒是真的，有这样想法的还是快点收
回去的好。 (漫画/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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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拍读报

免费下载“云拍”

客户端，对准报纸上带

有“云拍”l ogo的图片

拍摄，便可观看视频。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葛亮

近来，银行业的“霸道”广受
关注。先是西安一位需要修改银
行卡密码的患病老人，被迫躺在
担架上亲临银行办理；后又曝出
广东一农信社分社逼着一中风老
人亲自到场取钱，导致老人猝死
的悲剧。在日常生活中，一些银行
明明有五六个窗口却只开一个，
导致顾客长时间排队办理业务，更
是饱受诟病。

银行“店大欺客”、“嫌贫爱富”
是个老问题了。它们的霸道，不仅表
现在服务上，更表现在霸王条款上：
ATM机吐出假钱，银行无责；网上

银行被盗，储户责任……作为服务
业一员的银行，服务意识却不足，顾
客的利益往往要让位于银行的利
益。挣着客户的钱，却端着“老爷”的
架子，看来一些银行也需要好好整
治一下“官僚主义”的作风了。

银行的霸道，根在垄断性，虽有
监管部门，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缺
乏充分竞争的领域，往往问题丛生，
这一点在一些国有性质的大型银行
里表现尤为突出。让人略感欣慰的
是，民营银行、互联网金融等形式正
逐渐放开，期待着它们的星星之火，
能烧出燎原之势，倒逼一些“霸道”
银行也俯下身子，真正把顾客当成
上帝。

□耿银平

江苏一小学发放“作业免做
券”，凡表现好、学习有进步、帮
助落后生等，都可以酌情领一
张，凭券可免写重复性的英语作
业。(10月17日《金陵晚报》)

“作业免做券”虽然只在小
范围实施，但已经小有成效。这
一创新举措减轻了学生的课业
负担，更重要的是激发了他们的
主动学习意识、自我约束意识。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曾说：
“教育本质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

于唤醒、激励和鼓舞。”不过，赏识
和鼓励，好说却不好做。更多情
况下，教师、家长喜欢用“否定”、

“严厉管制”等方式来教育孩子，这
些强力手段可能收效快速，但对
孩子的长远发展并没有好处。

这正是“作业免做券”的意
义所在，教育理念的改变不是朝
夕之功，类似的小探索多了，“多
激励少批评”才能真正深入人
心，变成现实。

葛公民论坛

“霸道”的银行也得改改了

谁折腾群众，就给谁“麻烦”

“北漂”小伙办理护照遭遇刁难事
件余波未了，这两天河南媒体又曝光
郑州市惠济区一孕妇，四个月内往社
区跑了近20趟仍未办下准生证。

政府机关“门难进、脸难看、事
难办”不仅折腾人、耽误事，更会让党
和政府的形象大打折扣。就像河北省
公安厅一位副厅长所言：“刁难市民的
警察那张脸让人不寒而栗。”

实际上，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建设
了统一的办事大厅，如果这些窗口
单位在服务意识、服务水平上做一
些改进，完全可以建立一套便民的
工作流程，避免办事群众来回折
腾。在媒体曝光后，河北省公安厅
就承诺，凡群众办理手续齐备、符
合政策规定，必须当场办结；手续
不全的，一次告知，二次办结，决不
让群众跑第三次。可见，这在技术
上并不存在问题。

现在群众之所以被支使得团
团转，说到底，是因为约束公务人
员为民服务的机制不健全，有些人

根本不把群众当回事。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反对

“四风”，一些地方还不定期安排纪检
人员、媒体记者进行暗访，收到了很好
的效果。不过，让公务人员真正转变作
风，除了有赖自上而下的监管，更离
不开来自群众的监督。

政府机关作风如何，群众最有
感受。早在几年前，一些地方已经
开始试点政府热线等方式，方便群
众反映问题。但由于反馈机制不
畅，有些投诉并不能得到很好的答
复，群众把不平事、心酸事反映上
去，要么石沉大海，要么被敷衍塞

责，久而久之，一些群众慢慢对投
诉、维权失去信心、自认倒霉，这也
使一些公务人员有恃无恐。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务之急是
要重视群众监督，并建立刚性有效
的反馈问责机制。比如，可以在一
些政府窗口摆上“评价器”，办事群
众可以现场打分，评分、评级情况直
接作为办事人员奖惩的依据。一旦发
现对群众不理不睬、刁难打击的现象，
更要严肃处理、绝不手软，当公职人
员认识到，折腾群众要付出巨大的
代价，他们才对手中的权力有所敬
畏。

政府机关作风如何，群众最有感受，也最能发现问题。当务之急要畅通群众投诉维权渠道，当公

职人员认识到折腾群众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们才对手中的权力有所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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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免做券”是有效的激励手段

□郭文婧

在《中国青年报》一项调查
中，71 . 1%的受访者坦言，自己上
大学时身边有同学向老师要分。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
向国外看齐，平时成绩在总成绩
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这项
成绩的管理却不够精细，往往是
任课教师根据印象打一个总分，
这就留下了“要分数”的空间。

“要分数”异化了大学师生
关系，使校园变得更加功利，在
制造很多实际不公的同时，也
从总体上影响了高等教育的
质量。要堵住这一口子，迫切
需要提高大学日常教学的质
量。教师要真正负起责任，对
学生的日常作业、出勤、课堂
表现、论文、课间交流等多加重
视，不能平时不管不问，期末一
考了之。

□司马童

四川雅安地震发生后，港府
通过赈灾基金拨款1亿港币援助
赈灾。香港政务司司长表示，如
证实有任何不当使用拨款的情
况，相关款项均须全数退还。(10

月17日《北京青年报》)

鉴于港府拨款的“特殊属
性”，笔者并不怀疑四川省政府
会对此高度重视。不过，赈灾捐

款来自四面八方，倘若只有港府
的善款才被认真对待，那显然不
是一种令人乐观的“捐款生态”。

慈善的生命力，始终牵系于
“公信”二字，如果捐款去向不
明、使用不当，全社会的慈善热情
将被蒙上阴影。从这个意义来说，
对善款使用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
监督和追究机制，而港府“捐款使
用不当须全退”的要求也应当推
而广之，成为一项慈善规则。

“要分数”扭曲了师生关系

“捐款使用不当须全退”应成常态

葛时事微微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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