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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接班”就像往饭碗里掺沙子

据媒体报道，大庆油田近期对
用工制度做了微调，引起了部分职
工及家属的不满。政策的调整主要
体现在对职工子女的“包分配”变
成了“择优录取”。往年，职工子女
只要是大学毕业且愿意到油田工
作，无论是一本或者二本、三本，大
庆油田几乎全部接收。而今年，二
本的非油田相关专业、三本的毕业
生不能直接去油田上岗就业，而是
先要接受培训，之后再由油田择优
录取。

实事求是地说，这确实只是一
次“微调”，很多毕业生或许还会用

羡慕的眼光看油田职工子女享受
的特殊待遇。但饶是如此，一些油
田职工依然觉得委屈，原因何在？
这种失落感显然源于一种纵向的
比较。油田职工子女在就业上享受

“政策红利”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甚
至都习以为常地视为自己应得的，
今年忽然把这块“政策红利”削减
了一块，一些职工难免会有利益直
接受损的感觉。另外，一些老职工
觉得自己常年在野外工作，如果孩
子也能就近上班，彼此也有个照
应。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要
对这次政策调整做正确的判断，还
应该跳出问题看问题，用全局的眼
光看政策，不能完全站在自己的利
益立场说话。

国企职工子女在父母单位“接
班”，在计划经济时代很常见，在

当时作为一项福利确实加强了职
工的社会保障，解决了部分职工
退休退职之后的生活困难。在今
天，这样的用工政策与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已经极不匹配，应当在
改革中不断调整，最终代之以市
场化用人机制。不如此，既影响国
企的长远发展，也损害社会的公
平。就业难是很多大学毕业生近
几年的切身感受，为了谋一个职
业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怕吃苦，也
不计较报酬，但是如果其中一个
群体凭借出身或者父母的资源就
可以轻松“卡位”，他们的失落感或
许更甚于那些子女没有顺利接班
的油田职工。

与大庆油田的政策“微调”相
比，很多地方的国企早就做出了大
刀阔斧的改革，在用工制度上实现

了公开招聘，这也得到了社会的广
泛支持。为什么国企不用再像过去
那样为困难职工子女安排“接班”？
因为现在的国企职工已经有了相
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兜底”的
任务已经由企业转给了社会保障。
或许，有些职工以个人生活做标
准，认为自己失去的比得到的要多
一些，但是必须认识到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国企已经不能固步自封，
必须用市场化的用人机制择优录
取。否则，家业再大的国企也可能
被自己人拖垮，如果强行坚持对职
工子女的特殊照顾，今天的“金饭
碗”传到了子女手里也许就成了一
钱不值的“泥饭碗”。大庆油田近两
年净利润下滑130亿元，也应该引
起油田职工的警醒，不能再往自己
的饭碗里掺沙子了。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嫌贫爱富”

给小储户增加不便

赵丽：存取款本是银行最基础的
业务之一。现在某些银行却按照金额
大小设置限制性条件，难免有“嫌贫
爱富”的嫌疑。

娄士强：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比如说，VIP有专用窗口，大客户有
专人服务，看到类似的场景，让那些
苦苦排队的普通储户“情何以堪”？这
种“以钱取人”的贵族化服务倾向，明
显让人感到不公平。银行想要提高效
率没有错，但是不能以牺牲客户的权
益为代价。

许建立：随着社会发展，大家对
金融机构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现在银
行服务已经像水和电一样，成为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些银行“看客
下菜碟”的行为，实际上给大量的普
通客户增加了不便。

认钱不认人

丢了社会责任

赵丽：银行作为商业机构，自然
存在牟利冲动。但是，其毕竟是面向
公众提供产品和服务，也应该考虑社
会效益。而且，我们身边的银行，大多
是国有企业。面向居民平等地提供服
务，是其重要的职责。

许建立：现在一些银行越来越不
把小客户的意见和抱怨放在眼里，甚
至做出歧视性行为。之所以有这样的

“底气”，关键还在于行业本身的垄断
性。按照银监会的统计，几家国有大

型银行在行业总资产中的占比将近
一半。面对这样的“巨人”，普通客户
缺乏有效的博弈手段。

娄士强：有实力不差，但不能滥
用实力，不能傲慢不讲理。如果只认
钱不认人，不把普通客户当回事，即
使在世界五百强里排名再高，也只会
落下“店大欺客”的名声。

用竞争倒逼

银行提升服务

赵丽：多年以来，我国传统银行
业一直竞争性不足，但随着准入门槛
的调整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兴起，这一
状态很可能出现变化。在新形势下传
统银行应有危机意识，不能躺在优势
地位上睡大觉。

娄士强：此前一段时间，互联网
金融的“宝宝”们，就用低门槛、高收
益吸引了大量客户。受此影响，不少
银行也开始推出低门槛的理财产品。
这就是市场的作用，这就是竞争的威
力，迫使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许建立：不过，垄断的打破和竞
争氛围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在
银行业市场化改革中，职能部门不应
再偏袒或者“溺爱”某一方，而应进一
步引入竞争，倒逼传统银行改革。

娄士强：职能部门也该对银行
的一些霸王条款及时进行规范。比
如说，2011年7月，银监会、央行、发
改委就联合发布通知，叫停了银行
账单打印费、同城跨行转账手续费
等34项收费，此举受到舆论的好评。
由此看监管必须得“给力”，这样才
能消灭一些垄断企业的坏毛病。

“不能存钱”丢了社会责任

葛圆桌评论

葛媒体视点

在增速放缓中顺势而为

葛记者手记

□孟敏

相比城市里基础设施和生
活环境的日益改善，不少农村居
民还在为“垃圾围村”、“污水横
流”感到烦恼。对此，我省将出台
措施解决农村污水垃圾。(本报
今日A12版)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
乡”，环境改善事关农民的生活
质量，向农村污水垃圾开战，让
更多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是
一项不可或缺的利民之举。而
且，对于污染治理这样的整体性
工程，补上农村污水垃圾这块短
板，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说到处理污水和垃圾，不得
不考虑资金投入的问题，这次出
台的举措，就包括激励社会资本
参与处理农村污水垃圾，以及在

建有污水处理厂的乡镇范围内，
适时征收污水处理费。值得关注
的是，融入社会资本的处理企业
能否坚持“保本微利”的原则，相
关行政收费又会不会加重农民
的经济负担？

事实上，这些潜在的问题是
在提醒主管部门，加大改善农村
环境的财政投入力度，加强对相
关主体的管理监督。尤其在污水
处理费标准制定、财政补贴投入
分配等方面，应确保决策程序公
正合法、收支信息公开透明，谨
防个别企业或个人中饱私囊。

说到底，只有充分尊重农民
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才能赢得

“5000万农村兄弟姐妹”的理解
和支持，这对农村环境的治理改
善无疑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为本报经济新闻中心记者)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企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用市场化的用人机制择优录取。否则，家
业再大的国企也可能被自己人拖垮。

"五一"期间，中纪委对各地查处的情况进行了通报。《法制晚报》梳理发
现，中纪委晒出的违纪账单包括6起公车私用，20起疑似公款出游，还有52人凭
白条进景区。 漫画/曹一

“白玩”

农村治污要“好而不贵”

电动车发展初期存在市场
失灵，需要政府适度巧妙伸出一
只看得见的手。

电动车产业化到底是跟随
市场需求起步，还是在政府引导
和调控下快速发展，成为颇受争
议的话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认
为，对此不仅要评估经济价值，
还要从拉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系
统意义去考量。

出现风险对商户、客户不
好，对互联网金融企业不好，对
银行也不好。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相
关监管措施也在不断加强。在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邀研究
员许善达看来，监管不是狭隘的

“谁战胜谁”，而应该本着实现多
赢的理念，去协商处理可能出现
的问题。

葛一语中的

日前，《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银行，不能存钱还干啥》的文章，
该文作者谈到他去银行存钱，在经历漫长的排队等待后却被告知存
的钱太少，2万元以下只能去ATM机自助办理。

一方面，增速放缓会带来一
定的风险和挑战。一是随着需求
的下降，产能过剩的问题会进一
步凸显。二是部分企业效益会下
降。三是财政金融的风险会凸
显，财政收入会下降，债务风险
会增加。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增长
速度放缓也有着诸多积极意义：
一是，增速放缓将形成有力的倒
逼机制，增加当前改革的动力和
压力；二是，产业结构将会进一
步优化，落后产能会在竞争中被
加速淘汰；三是，资源和生态环
境的压力会相应减少。更重要的
是，合理区间的增速放缓，会挤
出经济中的部分泡沫，释放局部
风险，有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

认清了经济波动的规律，了
解了增速放缓的风险和机遇，我
们就可以在这一特殊的发展阶

段，科学应对，顺势而为，而不必
惊慌失措。首先，要保持定力，不
搞强刺激，坚持宏观政策要稳、
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的基本思路。其次，要维护好各
个方面的平衡，特别是稳增长、
调结构、抓改革、防通胀、控风
险、惠民生、保环境之间的平衡。
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握好稳增长
与控风险之间的平衡，既要保证
经济一定速度的增长，又不至于
增速过快而积累长期风险。最
后，要在可控的范围内，逐步释
放风险。不可否认，在一定行业、
一定区域内，经济确实已存在一
些风险。为了避免今后出现更大
的风险，目前就不能护着风险。
而要利用现在经济增速放缓的
机遇，在可控的前提下，一步步
地释放现有风险，让整个经济体
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摘自《经
济参考报》，作者李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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