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雾霾肆虐，应急无需“静悄悄”

雾霾天气在全国多地持续。相
比雾霾的肆虐，近期各地的应急措
施则要低调很多。以至于有些地方
污染指数都“爆表”了，相应的应急
措施还迟迟没有出台，一些地方虽
然出台了应急措施，执行效果也并
不理想。

雾霾袭扰与应对措施“不合
拍”有很多原因，比如天气状况复

杂多变、应急方案不完善等。但背
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在于相关
部门“等风来”的心态。雾霾的危害
不像其他自然灾害一样直接，治理
也不会立竿见影，只要“忍两天”，
冷空气就会到来吹散雾霾。这让一
些地方相关部门有了一种“得过且
过”的慵懒，所谓的应急措施条文
看似不少，但是真正认真执行的却
很少，雾霾走了一切照旧。

不仅如此，应对雾霾的应急预
案一般都需要有气象、环保、公安、
城管等多个部门参与，这里面就存
在一个沟通协调的问题。如果相应
的协调、监督机制跟不上，应急预
案就很容易停留在口头上、纸面

上，落实不到行动中去。一些地方
治霾措施推行过程中，甚至出现了

“都在管却都不管”的怪现象。10月
份，环保部曾对多地重污染天气应
急工作进行专项督查，就发现了一
些地区应急工作还存在形式大于
内容，应急机制不协调、不顺畅，环
保部门“单打独斗”以及部分应急
措施难以落到实处等诸多问题。

面对群众对政府“治霾不力”
的抱怨，现在很多地方的应急措施
却还停留在“建议市民不要外出”
的层次。雾霾绕城的问题已经有好
几年了，对于雾霾对健康的危害，
市民已经心知肚明，防霾口罩也早
就准备好了，这个时候单纯的提醒

已经远远不够，相关部门应该拿出
切实可行的方案，改善空气质量。
治理雾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彻底解决可能需要一个很漫长的
时间，但是再复杂的工程也要从一
点一滴做起，从现在做起。相关部
门如果只是猫在办公室里等风来，
等雾霾消散，所谓的应急预案难免
沦为形式。

根据天气预报，未来几天还将是
雾霾天。面对重重雾霾，相关部门理
应有更加积极的治霾态度，拿出科学
合理的应对措施，直面雾霾的挑战。
如果一味低调应对，“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不仅让自己在雾霾中迷失方
向，也会让群众对治霾丧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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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卫毅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24日表示，
将在全面深入推进车检改革的同
时，推动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改
革。公安部正在组织调研论证，争取
尽快形成改革具体措施。据了解，人
们期盼已久的驾照自学自考，或许
在此轮改革中有所突破。（11月24日
人民网）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汽车
社会已成为现实，考取驾照也成
为成年人的必修课，这就意味着，
今后每年我国都将有上千万的人
加入考取驾照大军的行列。推行

“驾考改革”，不仅是社会发展的
需要，也是广大考生的期盼。当
然，推行“驾考改革”，并不是说放

松驾照的考试，比如，有从国外留
学回来的网友介绍说，在一些国
家就没有专门练车的培训机构，
但是他们考驾照对新手来说，重
视规则多过驾驶技巧。

驾照自学自考是驾考改革的重
大突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是
深化改革的需要，通过这种改革，不
仅方便群众，还为更多人提供多样
化的选择。此外，此举也有利于革
除驾校培训存在的弊端，推动市
场的公平竞争，让过去那种驾校
吃香、驾校是“大爷”的做法一去
不复返，如果哪个驾校服务不佳、
口碑不佳，只能关门倒闭。希望有
关部门积极展开调研论证，加快推
进的步伐，争取让这一利民便民政
策早日“落地开花”。

□蒋曙辉

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
改革将于2015年年初开始实施，改
革首批将涉及 7 2家央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
表示，改革后多数中央管理企业负
责人的薪酬水平将会下降。(11月24

日新华网）
其实，公众并非完全眼红高管

们的高薪，而是这种离谱的高薪是
否真正合理。众所周知，很多央企其
实一直亏损巨大，但高管们的薪酬
似乎总是旱涝保收，丝毫不受影响，
甚至还越亏越涨。另外，央企高管的
高薪与其能力与职责不对等，用人
制度不合理也一直受到非议。在公
众的心目中，央企是养尊处优的。央

企负责人更是具有一般企业无法攀
比的优越性，企业亏了有国家财政
兜底，高管不需要担责，几乎零风
险。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高管
职位缺乏应有的竞争，不能不说一
直是央企的弊病。

央企高管的薪酬即将要降了，
降多少合适？当然不是简单划数
字。企业的成败，管理团队有很大
的决定因素。企业发展势头好，管
理层成员拿点高薪当然应该，如
果简单地限制高管们的薪酬，并
不利于留住人才。薪酬的重新核
定，必须与职位的重要性和贡献
大小相对称，“一线涨10%往往也赶
不上高管涨1%的现状，迫使央企急
需建立更科学的工资增长机制，而
不是简单一“降”了之。

开放的驾考值得期待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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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重头戏
之一的国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
方案备受各方关注，对其出台
各界可谓翘首盼望。但同样一
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国资国
企改革面临的难题很多，长期
积 累 的 问 题 大 多 也 是 深 层 次
的，因此，不同部门对改革方案
还存在一些分歧。比如，当前对
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还存
在一些不同的认识；对国资监管
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手段等还存在
一些不同意见。

怎么对待和处理这些不同的
意见，达成改革的共识，并在尽可
能短的时间内出台国资国企改革
顶层设计方案？毕竟不能让地方
一些国资改革一直摸着石头过
河。这既不利于地方国资改革的
深入，也有损中央的权威和形象。

事实上，不管各部门的意见如何
不同，相信其出发点是一致的。这
就是多做有利于国资国企改革的
事情，少做不利于国资国企改革
的事情。换言之，各部门改革的意
见不尽相同，但改革的目的是一
致的，所谓殊途同归。

怎么把这种目的的一致性体
现在行动中？一个可供参考的选
择是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
在利益预期上做调整，同时稳妥
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最大限度
地搁置了那些最富争议的议题，
集中精力改革那些应该改革也能
够改革的问题，也可以换来更多
的改革空间和可行性。（摘自《中
国企业报》，作者孟书强）

单一的措施很难彻底改变目
前的人口问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
认为，当下中国的人口所面临的
不仅仅是数量的变化，更是人口
素质、人口结构的亟待提高和优
化，而这是无法通过罚款等强制
性措施来进行调整的。

央行降息，哭爹喊娘和兴高
彩烈的，有可能表错了情。

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降息
是普通工具，不是调控中国经济
的仙丹。此次降息有利于利率市
场化，有利于降低负债者成本，却
无助于降低整体交易成本、建立
创新者金融链条。

中国对外投资仍然存在靠国

有企业一条腿走路的弊病。
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

员会主任、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
会会长张国宝表示，在经济新常
态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成为
重要经济议题。民营企业“走出
去”面临融资难和担保难两个困
难，需要以更加开放的思路解决

“走出去”难题。

过去金融市场上存在着“金
融压抑”，很多社会上正常的融资
需求、投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
任委员吴晓灵认为，监管机构应
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行为监管，但
金融监管应有边界，每一个金融
机构均应依法合规地进行经营活
动；应该加快立法步骤，以典型案
例推动司法进步，并形成有效的
行业组织和行业规范。

葛一语中的

以刚性制度遏制“买官卖官”

葛媒体视点

据《法制晚报》报道，最近两年，有些领导干部在职务变动时突击提拔
调整干部，由于涉及人员甚众，又往往看不到过硬的提拔依据，引发社会高
度关注。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批发430顶官帽，河北省
青龙县原县委书记高东辉在得知调任消息后突击提拔调整283名干部……

漫画/李宏宇

批发“官帽”

买官卖官，其危甚重。古人早
就说过，“以赀授官，其才品庸下，
素不知义”“或侵渔百姓，取偿前
日之费，则公私皆被其患”。纵容
买官卖官，投机钻营之徒就会大
行其道，而真正廉洁有为官员则
不受重用。花钱买官，必然加倍贪
渎，以期早日捞回买官所耗，此之
所谓“贷款买官，贪污还贷”。这些
政以贿成、公权私授的做法，于党
纪国法不容，与公共利益相悖，必
须坚决遏制。

封堵官位买卖之路，规范
权力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至
为关键。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
权欲膨胀，常把“不听话就拿
下”挂在嘴边，用人制度和程序
不如他一句话；也有人把所谓

“市场逻辑”引入官场，采取“要
想富，动干部”等敛财手法；加
上选拔过程不透明、信息不公
开等问题，这些都为公权私授、
卖官鬻爵提供了便利。

公道正派来自严格程序，清
风正气源于严明法纪。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进一步规
范选人用人权力运作方式和程
序，加快建立选人用人失误失察
责任追究制度，用严密的程序和
刚性的责任保证把人选准用好。
让制度更完善，让执行更严格，让
问责更严厉，就能织密反腐“天
网”，使跑官要官者没有市场、让
买官卖官者寸步难行，为净化用
人风气释放正能量。（摘自《人民
日报》，作者王石川）

国企改革需要做“增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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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薪酬改革不能一“降”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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