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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大班额”就该说到做到

昨日，记者从济南市委市政府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未来几年
济南市将投入70多亿元，规划新建
学校74所、改扩建学校66所，新增学
位近15万个，力求到2017年解决困
扰市民多年的大班额问题。

从目前来看，我省普通中小学
尤其是城镇中小学大班额问题相
当普遍，17个市无一幸免，还有11

个市存在超大班额问题。今年9月，
我省下发通知，提出用2年时间解
决大班额问题，济南此次新建、扩

建学校的规划，正是符合全省统一
要求的具体动作。尽管规划的实施
情况还有待观察，但公布了实施方
案、给出了时间表，就意味着向市民
做出承诺，有实际行动就比“坐视不
管”值得称道。

事实上，城镇中小学大班额现
象由来已久，是随着城镇化进程逐
步加剧的，虽然其中也有城乡教育
资源分配上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讲，
是教育这一公共服务没能跟上市民
的需求。在义务教育法中，中小学班
额是有严格规定的，也就意味着明
确了地方政府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
的责任。解决大班额问题，也可以看
做是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补
课”。作为省会，济南公布新建、扩建
学校的规划，是对济南市民的承诺，
或许也会对省内其他城市起到一定

的带动作用。
说到大班额问题，从久拖不决

到有了解决方案，可以看出两点：一
来“补课”工作有诸多困难；二来困
难并非无法解决。按照计划，济南市
未来将投入资金71 . 7亿元，扩大教
育用地3872亩，增加教师7648人。涉
及到大量土地、资金的投入，再加
上教师的扩编，的确是一个不小的
工程。此次方案的出台则恰恰证
明，只要政府有决心去解决、去投
入，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并非不治
之症。相反，如果为了回避困难而
忽视问题，只能导致积重难返，或
许这正是大班额以及超大班额逐
渐形成的原因。

现在有了明确方案，有了时间
表，是政府做出了承诺，也给市民带
来了享受更优质教育资源的希望。

从更广的意义上讲，大班额的解决
对于其他公共服务领域问题，也能
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作为城市的
决策者、管理者，应该看到在义务教
育之外，包括公共交通的建设、大气
环境的治理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亟
待补齐的短板。无论哪一个具体的
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职能部门对
市民需求的重视，并应把民情民意
作为开展工作的动力。

应该看到，此次济南发布的规
划，以及前段时间烟台等地推出的
类似举措，都是源自省里的统一安
排，可以说是自上而下的压力使然。
那么，对于具体的民生问题而言，或
许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自下而上
地吸纳民意，并把市民对公共服务
的需求及时自觉地转化为行使职能
的动力。

只要政府有决心去解决、去投入，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并非不治之症。相反，如果为了回避困难而忽视

问题，只能导致积重难返，或许这正是大班额以及超大班额逐渐形成的原因。

只增加企业职工养老金待遇
一项每年就有10%的支出增幅，工
资增长达不到这个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
中心副主任鲁全认为，我国养老
保险支出增长的速度要远高于收
入增长，如果不加快改革，未来情
况不容乐观。养老金每年的增长
应该建立一个更科学的标准，比
如盯住CP I，或者盯住职工工资的
涨幅等。

国务院明令取消了“注册税务
师”这个准入类职业资格，短短一年
后，它被人换了个“税务师”的马甲
又粉墨登场了。

有关“税务师”的行政许可项出
现在了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的规

章中。在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
师寇锋看来，改革受到某些从各种

“许可”中获利的既得利益群体的不
当干扰，实际工作中有的人往往阳
奉阴违。权力部门在制定法规制度
中加塞私货，必然消解政府各项改
革的成效。

老老实实做事的企业，虽然一
时间可能会遭遇“不顺”，但必然笑
到最后，也理应成为胜者。

马云在世界浙商大会倡议“永
不行贿”，得到中纪委的力挺。媒体
人伍里川对此撰文称，中国需要更
多不行贿也能办好企业、在商业道
德和道德价值双丰收的榜样，这既
要惩治以行贿为荣的企业，也要把
更多观望的企业拉回正轨。

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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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不得拒收”，太过简单粗暴

□舒圣祥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
人近日表示，新版100元纸币是国
家的法定货币，以人民币支付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切公共和私人
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
收。个人和单位在使用新版人民
币的过程中如遇到问题，可向当
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投诉，
人民银行将依法予以处理。（11月
18日新华网）

被称为土豪金版的新版百元
大钞，被传说了很久也被期待了很
久，甚至都出现了相关概念股。毋
庸置疑，公众对于新版百元大钞，
没有抵触心理，相反，很多人第一
时间就去银行取了新钱，在朋友圈
里各种晒各种秀。因此，央行如今
居然要强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拒收新版100元人民币”，实在是有
些出乎公众预料之外。

尤其是，经过国家认证的验钞
机明确提示为假币，银行的ATM

机不能识别拒收吐出，新版人民币
的“遭遇”颇为令人费解——— 新版
人民币准备推出，绝对不是一天
两天的事情，必然已经有了相当
周密的事前安排，怎么还会出现
这 种 诡 异 的 情 况 呢 ？验 钞 机 、
ATM机不认新币，以及由此带来
的一系列影响新币流通的问题，
难道还要等到新币推出后“经过
实践检验”才能知道吗？这是不是
也太后知后觉了？或者说，这本身

就是一个不可容忍的失误。
要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空

子啊，倘若有假币犯罪团伙第一时
间推出新版假币，谁能识别呢？反
正不管真币假币，验钞机提示的都
是假币！事实上，现在之所以很多
人拒收新币，正是因为要防范这样
的风险——— 本身就是新币，人工识
别大家都不熟悉，只能依赖机器；
当机器也无法识别，那么当然只好
暂时拒收。应该说，这是正常的风
险防范，既合情也合理。

此时此刻，再来看央行的“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新版100元
人民币”，将拒收新币提高到违法
的层面来强制要求，反倒是简单粗
暴了。一方面，升级验钞机需要时
间，而暂时拒收新币，并不会对经
济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旧币能够
满足相应的需求；另一方面，出现
新币被拒收的问题，到底是谁的问
题谁的责任，怎么反过来好像是公
众的不是？

在公众拒收新币这件事情上，
相关部门显然应该更多反求诸己。
公众拒收新币只是暂时现象，等到
相关设备更新升级完毕，一切问题
就会迎刃而解，并不需要专门搞什
么“确保新币顺利流通”的行动，更
不需要对暂时拒收新币的公众“依
法处理”。相反，倒是很有必要好好
总结一下此次新币被拒收风波背
后的经验得失，今后如果再推新版
人民币，要将相关事前准备工作做
得更细更好。

不能忽视流量的公共属性
移动互联时代，没有流量寸步

难行，流量跑得太快触目惊心。三
大运营商的回应虽然掷地有声，但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仍然让人觉得
有些苍白无力。消费者只能在“人
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痛心情下，
等待着下一次流量飞逝的狂欢。

随着移动互联网络和终端的
不断升级 ,“互联网+”的整体推进
必将越来越依托于移动互联 ,可
以预见未来绝大多数消费者对于
手机流量的消耗都将呈几何级数
增长 ,不管流量该如何定性 ,都将
会成为与很多人生活息息相关的
事物 ,甚至会成为人们的生活必
需品。也就是说 ,流量将会具有一
定的公共属性 ,带着某些公共物
品的特征。

关于公共物品过度市场化的
问题,我们已经有过一些教训了,在
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都有所体
现,如以药养医、教育产业化、土地
财政等 ,留下很多后遗症。公共物

品的过度市场化,将会带给人们长
期的困扰。如果忽视流量的公共属
性,不仅会造成移动互联时代信息
分配和占有的不公,让数字鸿沟扩
大化,还有可能导致运营商或者其
他市场主体通过流量绑架公共利
益,损害公众合法权益。

加强对运营商的监管是移动
互联时代的必然趋势,当移动互联
网络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必须要
运用有形之手遏制运营商的逐利
冲动 ,确保公共利益不被侵犯。对
于近期发生的一系列流量罗生门
事件,监管部门应该有所作为,切实
督促运营商彻查问题。此外 ,政府
有关部门还应该不断增加流量供
给,加大移动互联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让公众在流量问题上不再
唯运营商马首是瞻。（摘自《法制日
报》，作者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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