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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仪

菏泽是一个劳务大市，每年外
出务工的农民工约有305万，也造就
了上百万的留守儿童。从我在农村
小学采访的情况看，随便走进一间
教室问问，就会发现四分之三以上
都是留守儿童。

我在菏泽市巨野县太平镇白李
村采访时，村小校长对我说，留守儿
童多是跟着家里老人或者亲戚生活，
一年难得见上父母几次面。留守老人
年纪大了，精力有限，对孩子的管教
方法欠缺，容易出问题。从我采访中
发现的情况看，就有不少孩子整天沉
溺于网吧，无心上学。

最近，菏泽计划在每个乡镇改
扩建一所留守儿童学校，考虑到留
守儿童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每所
留守儿童学校将设立标准心理咨
询室。

从我了解到的各方反馈看，这
一政策如果落到实处，的确能在很
大程度上帮助留守儿童。同时，这
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目前
农村学校普遍存在教育经费不足、
教师流动意向强烈、教育资源匮乏
等问题的情况下，若要改善教育状
况，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解决当下农村教育的短板，需
要政府对农村教育有所倾斜，比如，
政府可加大对农村学校的资金投入，
扩大城乡教师交流，实实在在地提高
农村学校办学水平。此外，留守儿童
的教育问题不能全部推给学校，应充
分调动社会力量，动员爱心人士、大
学生志愿者定期下乡支教。类似菏泽
市鼓励爱心人士实行长期的定点
帮扶行动值得借鉴。

(作者为本报菏泽记者站记者)

10元档案代管费收得太狠

“放权”也能打造区位优势

记者手记

本报评论员 高扩

葛齐鲁视点

程凌润

莱芜市启动市级行政审批事
项清理工作以来，共取消、下放、
调整388项行政审批项目，仅保留
97项，成为目前山东省内行政审
批事项最少的地级市。

减少行政审批项目，有莱芜
市自身优化招商环境的考虑。如
同莱芜市官员所说，莱芜在全省
地域最小、人口最少，既不沿边也
不靠海，审批项目只能比其他市
少，而没有任何理由比其他市多。
莱芜主动放权，让客商进得来、留
得下，的确值得肯定。

政府“放权”也对本地百姓
带来实在好处。比如，此次改革
后，莱芜市民可在莱城区、钢城
区食药部门申请餐饮许可证，而
不需要到市里办手续。长期来
看，简政放权，必然要裁撤掉一
些不必要的部门，减少冗员。“吃
皇粮”的人少了，行政成本也会
随之降低。

长期以来，因为审批事项多，
群众颇有怨言，一些政府部门衙
门气重，群众办事时常遭遇跑断
腿、踢皮球的状况。更有政府部门
甚至人为设置门槛，借助手握的
审批权寻租。

市场经济欢迎“小政府”，转
变政府职能也需要政府将社会的
交给社会，市场的交给市场。目前
从中央到我省都在推进审批权下
放，一来可提高办事效率，二来让
政府可以将更多的精力聚焦于提
供公共服务上。

不过，下放审批权实际上是
政府向自身开刀，不可避免遭遇
各种阻力。记者在采访时就发现，
某市级单位有四五名工作人员，
仅有一个行政审批项目，为了方
便市民办事，需要其将行政审批
权下放到区级单位，市级单位的
工作人员就写申请不想让权力下

放。
这也不难看出，触动利益的

确比触动灵魂还难。推进此项改
革，考验主政者的决心与勇气，
也需要完善监督问责机制。避免
出现权力下放过程中的“明增暗
减”、“边减边增”、“改头换面”、

“捉迷藏”、“掺水分”等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莱芜市政

府在推进行政审批项目改革时，
配以监察和法制部门跟进介入监
管的方式，为政府权力下放落到
实处提供了有力保障。

(作者为本报莱芜记者站记
者)

最近，不少济南市民在办理
养老保险时遭遇搭车收费，不交
每月10块钱的档案代管费，养老
保险也交不成。这在个体户、下岗
职工等灵活就业人员中尤为普
遍。(详见本报A8版)

对这些灵活就业人员来说，
每月被“自愿”扣除10元档案代管
费，尽管他们对此不解，却不能说

“不”。特别是对那些摆摊为生的
人来说，本就收入微薄，对这些需

要帮扶的弱势群体，不应通过变
相收费增加他们的负担，借机揩
油。

明目张胆的设租寻租、乱收
费问题近年来已经有所控制，但
是更为隐蔽的捆绑收费、搭车收
费并未绝迹，有时反而更加“理直
气壮”。从记者的调查中就发现，
在档案代管费上，收费本应该坚
持自愿原则，但收费部门面对市
民的询问，却声称有依据，有文
件。更是出现不交档案代管费，就
不能交养老保险这样的“霸王条
款”。

国家推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初
衷，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特别是社

会上的弱势群体感受到社会大家
庭的温暖。相关部门应该尽可能
为他们提供便利，而不应该人为
制造门槛，更不应该借机钻空子
乱收费。

以每月1 0元档案代管费为
例，公众并不是一味排斥行政收
费，而是反感被自愿，被委托、被
强迫。当下，收费部门应尽快给公
众一个合理的说明。比如，强制收
取10元档案代管费的依据是否合
理？收费主体性质是什么？收费的
用途是什么？不少市民的档案只
是一张纸，每月10元是不是多了？
相关部门不妨及时拿出来晒晒。

中央和我省曾多次发文要

求治理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但
少数公务人员将视线瞄准老百
姓的钱袋子，与民争利的事件
依然时有发生。为了遏制这些
人企图用手中的权力谋一己之
利的欲望，需要完善对收费权
的监管。政府应加强收费的信
息透明，将此作为一项政务公
开 的 内 容 ，对 收 费 的 缘 由 、主
体、期限、用途进行说明，并进
行公开而广泛的听证。此外，必
须完善监管。此前就曾有全国
政协委员建议应完善企业和公
民申诉制度，要赋予企业和公
民对不当收费申诉胜诉后获得
赔偿和补偿的权利。

记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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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dipinglun@126 .com

出了校门，

留守儿童谁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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