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

早在1928年，日军就在济南制造
了“五三惨案”。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反
击日军的侵略，济南市民进行了不屈
不挠的斗争，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至
今仍有很多抗战遗址都是我们回忆和
凭吊的去处。(本报今日A05版)

面对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尤
其是日本右翼势力的甚嚣尘上，不断
缅怀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对我们
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缅怀

历史离不开真实可感的载体。历史载
体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当时的文
字、图像资料，也可以是当事人之后
的口述史，又或者是遗址旧居。济南
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就遭到沦陷，济
南人民饱受了日军的奴役和蹂躏，至
今尚存的不少建筑都是见证日军罪
行的物证，比如日本细菌部队实验基
地、日军特务部队驻地“泺源公馆”、
关押战俘的集中营“新华院”等。虽然
这些建筑现在不少都隐身在繁华闹
市，不太引人注意，但是它们确实是

“活”的历史教科书，也是传承抗战精
神的纽带。

抗战虽已成往事，但抗战史并

不是“死”的或者“凝固”的。相比于
历史档案中的图片和文字，城市中
保留的与抗战相关的建筑物，更容
易唤起人们对历史的记忆。抚摸沧
桑建筑，往事历历在目，历史因此变
得可感、可触，对民族的灾难也就有
了刻骨铭心的理解。日本右翼势力
敢在教科书上做手脚，却抹不去见
证日军暴行的诸多物证。如果我们
能把这些抗战遗址保存完好，不仅
可以更好地缅怀英雄先烈，还可以
为弘扬抗战精神提供载体，由此寻找
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

很多抗战遗址饱经风雨沧桑，
能够留存至今实属不易。保护好这

些遗址，不让它们消失在城市的发
展进程中，也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
史责任。当然，保护相对分散的抗战遗
址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但
是，只要我们站在历史高度看待这些
残旧的遗址，就能克服诸多困难，以最
大的热情去抢救“活”的历史。在制定
城市规划、划拨土地时，就能自觉地为
历史让路。为了纪念抗日英雄蔡公时
先生，济南已经在其殉难地设立了纪
念馆。面对丰富的历史遗存，这样的保
护工作还需要继续推进。一个遭受过
日寇侵占的城市，需要求新，也需要

“守旧”。“守旧”其实就是捍卫历史真
相和守护抗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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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吴金彪

葛媒体视点

深化财税改革

让钱与事相匹配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建
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一直是难点和重点。通常认为，中
央掌握着较大的财权，但并无相
适应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而地方
缺乏足够的收入，却有着较重的
支出责任。这种关系的不协调，中
央政府就必须倚重转移支付，而
地方政府则需积极“跑部钱进”。

在“跑部钱进”背后隐藏的问
题是：财政支出的随意性很大，容
易出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现
象。有些地方政府善于动用各种
社会关系，就更容易从中央部委
获得丰厚的资金和项目，另一些
地方政府则不善此道，往往就难
有收获。长此以往，就会造成区域
发展之间的不公平。尤其是，“跑
部”勤快与积极太过主观，它在获
得相关领导青睐的同时，也增加
了决策的随意性，甚至出现不少

“拍脑袋”决策。
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

政关系，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既
“理顺”收入分成，也改革“事权”
划分。两者并行不悖，只有在明晰
事权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明确
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也只有
在合理分配两级政府收入的情况
下，才能更好地确保中央与地方
为公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只
有将这样的改革坚持到底、落实
到位，让“钱”与“事”相匹配，才能
有效解决过去财政关系形成的一
些问题。(摘自《第一财经日报》)

光有“辣味”还不够

充满辣味、触及灵魂的民主
生活会，不仅是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也是党员干部自我净化、自
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必
要途径。然而，民主生活会光有

“辣味”还不够，还必须坚持促进
行动，立足边查边改，让群众看到
实实在在的变化。

所谓“听其言，观其行”，只有
把发现的各种各样的“四风”问题
真查真改了，并以全新的作风做
好今后的工作，民主生活会才叫
开得有质量，才能达到“治治病”
的功效。如果只是认识深刻了，决
心下定了，问题聚焦了，谈心也充
分了，却只说不做，缺乏实效，就
不利于增进群众对党的信任。

作风建设具有长期性、复杂
性和艰巨性。抓“四风”问题整改，
不是为了解“燃眉之急”、“一时之
弊”，而是要着眼长远的制度重
构，更需要用苦心、下苦力，做到
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知行合一。
经历了民主生活会的“辣味”之
后，各级党员干部更要按照“三严
三实”要求，拿出改的诚意、坚定
改的决心、谋求改的成效，真正做
到小有小改、大有大改、即知即
改，真心改过，切实以作风建设的
实绩，赢得群众的拥护和信任。如
此，民主生活会的“辣味”才能更
有效果。(摘自《经济日报》，作者
宛诗平)

□吴江

杜娜是云南昆明安宁市一所中
学的学生，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今年
高考拿了598分，由于父母户口不在
云南，也没有在当地缴纳社保金，尽
管比“一本”录取分数线高出70多分，
她只能选择填报“三本”或专科院校。
(7月7日《中国青年报》)

为了保证基本的秩序与公平，高
考当然需要设定规则，但保障考生的
基本权益，应当是任何高考规则所必
须确保的前提。从这个角度来看，将
父母的户口和社保金缴纳记录与报
志愿“捆绑”，反而成为对外来务工家
庭子女公平录取权利的严重侵犯。

按照当地教育厅一位工作人员

的说法，相关规定是经过公开论证
的，如果对这名考生特殊照顾了，对
其他考生就不公平。乍一听，这种说法
也有道理。不过，对外来务工家庭子女
的“误伤”，是不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又
有没有可能通过规则的调整加以避
免，仍是值得深思的。一句“没有办法”，
不能成为“不想办法”的托词。

事实上，防止高考移民只需查看
学生的学籍即可，只要是学籍在本
地，一直在本地的学校就读，大可不
必因为父母的户口以及社保金缴纳
记录而受连累。无论如何，当“爹的户
口和社保”竟然坑了“娃的高考”，需
要的不只是一句冷冰冰的解释，而是
通过深入研究，做出更细致、更人性
化的制度安排。

过去的所谓“行规”有可能把很
多本来涉及到法律的问题变成了组
织对个人的批评教育问题。

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看来，行政管理
不是万能的，政府试图把行政力量当
成解决问题的万能工具，反而会导致
管理体制内部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灰色权力得不到规范,结果使本
是为了弥补公平缺陷的高考加分,反
而进入了公平陷阱。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

朝晖认为,要彻底杜绝加分腐败现象,

解决的大思路是废除高考总分录取
的模式。现在可以做的 ,则是进一步
让高考加分透明化,对高考加分可能
存在的腐败零容忍。

老师和学生成天写本子、跑关
系、申请钱，结果跑上了就休息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直言，中
国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制度存在着严重
漏洞，各个研究机构往往重项目立项、
轻研究，一旦课题到手，尚未研究，就
已经成为申报人员的科研成就。

葛公民论坛

“爹的社保”不能坑了“娃的高考”

保护抗战遗址，守护抗战精神
保护相对分散的抗战遗址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但是，只要我们站在历史高度看待这些

残旧的遗址，以最大的热情去抢救“活”的历史，在制定城市规划、划拨土地时，就能自觉地为历史让路。

葛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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