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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葛齐鲁视点

热点直议

遏制“庸懒散”要从“小”做起

近期，青岛市向“庸懒散慢拖
瞒”现象挥出重拳。市纪委监察局
会同相关部门和各区市纪委监察
局多路出击，处理了“庸懒散慢拖
瞒”问题268件，338人受到责任追
究和相应处理。有23起典型案例
被全市通报，以此教育警示全市
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进一步转变作
风、依法行政、廉洁高效、优质服
务。(本报今日A04版)

随着党风廉政建设不断走向
深入，各地的“反四风”动作频频，

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此次青岛市
对三百余人进行了严肃处理，范
围广力度大，对于公务人员正纲
纪、改作风具有良好的警示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查处的标准
非常严格，回应群众的诉求不及
时、对群众的困难疾苦反应不敏
锐、对办事群众服务不热情、作风
懒散等等“小恙”，也受到了相应
的党纪政纪处分。

与其他行业一样，公职人
员面对复杂而又琐碎的工作任
务时，也容易滋生出轻慢与惰
性。一旦心生懈怠之气，自然而
然地便脸难看、事难办。这种现
象，常常很难引起真正的重视。
在当事人看来，自己没有触犯

法规，不过是板着脸偷个懒，算
不得什么大错；主管领导既要
维护同事关系，又想顾及单位
名声，可能也就听之任之，甚至
会主动地文过饰非。“小恙”不
除，往往变成了“大病”。效率低
下、人浮于事、遇事推脱的“机
关病”，很多都是从细枝末节的
松懈开始的。

正所谓“恶无纤而不贬”，要
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做到严肃
法纪，对任何一点错误，都不能采
取纵容和漠视的态度。青岛市敢
于对338名违规人员做出严肃处
理，一方面展示出整肃风纪的决
心；更重要的是，向更多的公务人
员明确了标准，划出了底线。如果

不把群众的利益时刻放在心上，
不懂得严于律己，必定要付出相
应的代价。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
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
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而从小处
着眼，防微杜渐地改进工作作
风，无疑是预防腐败的有效手
段。只有各式各样的条条框框多
了，权力才会减少自我膨胀的可
能，制度的效力才能真正凸显出
来。要做到改进作风常态化，必
须有旗帜鲜明的标准和雷厉风
行的执行。如果不从源头上堵住
隐患，那么“庸懒散”的毛病将会
不断复发。

是在查孔子，还是在炒名气
乔显佳

据媒体报道，复旦大学几个
实验室的教授们耗时几年时间，
将曹操的家族基因搞了出来。接
下来又传出复旦方面将研究孔
子和尧舜禹是不是“实有其人”，
并认为这是先一步向世界“标
准”看齐。已经影响中国几千年
且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孔子，现在
竟然被怀疑有无其人，这不由得
让人怀疑，有人是否在借科研炒
作？

孔氏一门作为中国最大的门
户之一，仅在今天的曲阜就有十
几万人，在世界范围更是数以千

万计。历代孔氏后裔都有严格的
谱系和辈分。拿孔氏后人修谱来
说，就是一项极为浩大的工程，
即便如此，孔氏族谱仍是首屈一
指的传承清晰的一姓。更不用
说，孔子之后的历代门徒传下来
大量的文字资料。面对这样一支
血脉，现在有人忽然跳出来质疑
其祖上是不是“实有其人”，恐怕
让很多的孔氏后裔在情感上都
接受不了。把基因技术与考古相
结合，确实为解开历史谜团提供
了一条思路。但也不要以为基因
科学就是一把万能的“金钥匙”。
以曹操家族的基因研究而论，以
古墓中的两颗牙齿做物证，就得

出了“百分之一百”的结论，是不
是有些太匆忙了？要知道，历史
有很多偶然和未知，仅靠基因技
术不能洞悉一切。

即便有关研究人员相信基
因研究的方法没有问题，并将
其运用于历史人类学、考古学
研究，也犯不着再拿孔子说事，
在中国历史上“身世不明”的名
人大有人在。为何不选其他，而
先看中了在国人心中具有重要
地位的孔子？这是在以挑战常
识的方式来引起社会关注，引
起学界的重视，有沽名钓誉之
嫌。

科学的求真精神，不等于

“怀疑一切”。身为教授，固然需
要在科学上求真，但也应当敬畏
伦理。考证别人家谱上的祖先有
无其人，应当尊重他们多数人的
意见和感情。否则，今天考证孔
氏，明天就可能是张氏、李氏，徒
增纠纷。在发现了“曹操家族”之
后，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不等舆
论降温，就迅速锁定孔子，动作
之连贯确实让人怀疑，这是否是
在炒作某一个项目或者某一个
学校？

杨林

以往在译制片中常见的“家
庭医生”，正在从影像走向现实。
日前，全科医生执业方式和服务
模式改革试点任务，在青岛市南
区正式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组成全科医生团队，和居民签署
服务协议并留下电话供居民咨
询、求助。全科医生团队还要定时
上门随访，对居民的健康状况了
如指掌，做到常见病慢性病在社
区都能处理掉。

随着医保制度的不断完善，
“看病贵”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缓解。但“看病难”的矛盾，依然
客观存在。在大多数地区，优势的
医疗资源，依然向大医院高度集
中。无论大病小病，到医院求诊，
都要来往奔波排队挂号，病人以
及家属都要付出不菲的时间成
本。大医院病床、医生长期超负荷
运转，带来了挂号难、看病难、住
院难等问题，甚至引发了医患矛
盾的爆发。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
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门庭冷落。因
为投入较低、诊疗条件差，社区卫
生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难以
吸引优秀的人才，又反过来制约
了自身的发展。

青岛试行的全科医生团队签
约服务模式，意在纠正目前混乱的
就医层级，为分级诊疗铺路，也让
医疗资源得到更为合理的分配。

这种做法，可以给予病人更多
方便，在一定程度上纾解医患关系
紧张的难题。但面临的困难也同样
不少，社区医疗力量的薄弱，让全
科医生团队不敢贸然签约过多家
庭，不然会服务不过来。居民的就
医习惯，也难以一时更改。“家庭医
生”能否真正走入家庭，还需时间
检验。 (作者为本报青岛站记者)

“家庭医生”
挑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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