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2”中石化输油管线爆燃
事故，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2 3

日，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事故
现场向青岛人民和全国人民表达
了歉意。事已至此，逝去的生命终
究无法挽回。目前，急需要做的是
查清事故真相，彻底检查整改安全
隐患和问题，以此悼念亡者，抚慰
伤者。

对当地居民来说，“11·22”事故
来得很突然。但是管线在凌晨3时许
就已经破裂，而爆燃事故发生在10

点30分左右，其间7个多小时相关部

门和单位都做了哪些具体工作，群
众还知之不详。这个时间段的“信
息盲区”，自然会引发一些疑问。这
场事故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如此重
大伤亡是否可以避免，由此暴露的
安全隐患能否得到根除，这些问题
如果得不到明确的答复，群众的安
全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

根据初步调查结果，事故起因
是输油管线漏油进入市政管网导
致起火，那么输油管线与市政管网
在规划上有没有“硬伤”就值得深
入调查。不可否认，在输油管线建
成之初，当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尚
不完善。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很多城市的规模都在快速扩张，黄
岛的快速发展也只是一个缩影。原
来的郊区发展成了繁华城区，曾经

远离居民的输油管线逐渐拉近了
和市政管网的距离，这个问题显然
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但是积累到
一定程度就可能成为事故的导火
索。“11·22”事故应当成为一个不断
鸣响的警钟，使更多的地方、部门
和单位警醒，认真摸查地下各种管
网，拿出完善方案，消除安全隐患，
补上发展中的“欠账”。

“11·22”事故发生之后，中央领
导作出了重要指示批示，国务院决
定成立事故调查组，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尽快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
作，严肃追究有关责任。这表现出
了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事
故调查结果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和群众的质疑，必须保证调查过程
的公开透明。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及

时、准确地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群
众的要求和期待。输油管线如何规
划、设计、施工、监测等都是比较专
业化的问题，中石化除了配合事故
调查组做好工作，还应该积极地对
群众答疑解惑，以实际行动表达歉
意。

习近平总书记24日在青岛强
调，这次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
了严重损失，令人痛心，对于这次
事故要抓紧调查处理，依法追究相
关人员责任。调查事故，不可避免
地要涉及事故性质的认定和事故
责任的界定，每一个参与其中和被
涉及的人，都应做到不计个人得
失，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以严
谨的调查和严肃的问责帮助群众
找回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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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柯

近日，云南省招标采购局对
外公布，2012年，该局“三公经费”
决算数据为2700元，今年预算则
为零。(11月24日中国青年报)

无论如何，三公经费预算为
“零”，可信度并不高，也经不起
推敲。即便因公出国、公务接待、
公车消费等开支都可以全部压
缩，但不代表单位没有“交通公
共开支”费用。公务人员出门办

公事，即使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
是要花钱的，这笔费用不会没
有。所谓的三公经费预算为零，
本身也是经不起较真的“虚活”。

虚报数字的浮夸之风值得
警惕和痛批，然而，“向下缩水”
的三公经费预算为“零”何尝不
是一种另类“浮夸”？某种意义
上，这比明目张胆的“浪费”更可
恶。这类不切实际也脱离正常公
务需求的“零”预算，同样是一种
好大喜功式的“作假”货色。

□丁元竹

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得到人
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而要得到人
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必须坚持公
平正义的价值理念。

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发展活力，
必须明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
与社会各自的责任。政府要完善法
律法规和通过制度安排更好地保障
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让全体人民
依法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使
各种社会活动在法律和秩序的框架
内进行，社会要通过居民的参与来

解决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建
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形成秩序与
活力统一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合理的利益格局和公平的价
值基础是社会充满创造力的源泉。
要敢于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
智慧解决人民群众在社会领域中遇
到的各种切身利益问题，敢于碰社
会领域中的硬骨头，特别要努力消
除传统社会和文化中长期积淀的阻
碍国家现代化的诸如官本位、泛行
政化趋势等障碍，加大力度改革计
划经济中遗留的阻碍社会和谐的
因素。(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教育不公中埋藏着既得利益
——— 三中全会“决定”里的社会热点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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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清事故真相才能重拾安全感

三公“零预算”也是“浮夸”

社会治理离不开公平环境

《决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葛一起学“决定”

□金岭

赶上孩子升学的年头，哪个
家长不焦虑，尤其是那些必须考
虑择校的家长，更是焦虑难耐，这
种现象反映的，是教育资源分配
不均的现状。

一些地方学校之间的差距实
在是太大了，逼着你不得不考虑
择校。一个地方的中小学可能有
几十上百所，但大家拼了命往里
挤的，往往就是那么几所好学校。
有的好学校单从硬件来说，别说
在中国，就是和发达国家比也相
当领先，而多数一般学校，虽然办
学条件也都能“达标”，但事实上
和明星学校差距甚大。区域差距
更大，比如现在有的城市中小学
已经开始搞三十人左右的小班化
教学，但在教育资源紧张的地方，
往往一个班六七十人，甚至上百
人的超级班也不鲜见；更有甚者，
一些大城市市中心的中小学堪比
欧美，但城乡接合部的打工子弟
学校甚至连立足之地都找不到，
常因“不达标”被撵得鸡飞狗跳，
无处藏身。农民工子弟们和红墙
下“荡起双桨”的同龄孩子比，简
直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令人忧心的是，在教育资源
分配不公已经很严重的情况下，
一些地方不是努力缩小差距，而是
在有意无意地扩大差距，制造新的
不公。现在一些地方，有一种把名
校做大的冲动，比如重点支持名校
扩张建分校，一些中学尤其是高
中，招生规模动不动就上万人，结
果教育资源和优秀生源向少数学
校集中，其他同类学校只能沦为二
流三流，成为“差生”的聚集地，极
大地增加了弱势学校的办学和管
理难度，严重破坏了基础教育生
态。这种现象在各地都相当普遍，

有的地方就连一些优质小学，也
纷纷办起了各种形式的分校，甚
至扩张到了外地。对于基础教育阶
段来说，只有把每所学校都办好，
才是推进教育公正的正路，这种做
大名校的发展思路，是在加剧教育
资源分配不公，是一种亟须矫正的
畸形教育政绩观。

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有教育
资源总量不足、区域发展不均衡
等原因，但既得利益固化则是直
接的现实原因。一位长期关注研
究教育问题的学者告诉我，一些地
方的名校，事实上成为当地教育行
政部门和其他强势部门的自留地，
自己的子女，加上种种以权力和金
钱为媒介的关系生，占了生源的相
当一部分，均衡教育资源，面临着
既得利益凝成的强大阻力。这种既
得利益如果不尽快打破，长此以往
将尾大不掉，不但直接阻碍教育改
革，还有可能成为衍生其他矛盾
的诱因，北京、上海等地因教育不
公问题引发的民间情绪对抗，已
经在释放令人不安的信号，这对
我们是一个警醒。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公办
学校标准化、校长教师轮岗、取消
重点中学重点班等改革举措，确
实是找准了病根，如果能切实推
进，将逐步缓解教育不公催生的
社会焦虑。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
方已经探索出了推动教育公正的
具体办法，比如打破教师“一校所
有制”，建立“县管校用”的硬约束
制度，在城乡大格局中统筹分配
教师资源等。深信，只要上下合力
勇于改革，办法总比问题多。

从现在开始，推进教育公平应
该成为教育事业发展最为重要的
导向性指标，应该把这个导向落实
到各个层面各个细节中，比如领导
视察，今后应更多关注到贫困地区
和城市的薄弱学校，不能总是关照
城市里的超级名校，人大附中这样
的名校办得再好，也代表不了中国
基础教育发展的总体现状。

葛公民论坛

一些地方的名校，事实上成为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强势部门
的自留地，自己的子女，加上种种以权力和金钱为媒介的关系生，占了
生源的相当一部分，均衡教育资源，面临着既得利益凝成的强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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