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贫困户成为扶贫的最大受益者
□本报评论员 崔滨

贫困标准由1196元大幅
提高92%至2300元，29日，全
国扶贫工作会议上做出的这
一决定，体现了政府消除贫
困、让群众更好享受社会发
展成果的决心和力度。在为
扶贫标准提高叫好的同时，
有关部门也要注意杜绝少数
地区过分看重扶贫优惠政策

“脱贫不脱帽”的投机行为。
消除贫困一直是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工作，
近5年来，国务院4次提高贫
困标准，从年均收入1067元

增长到今年的2300元，增幅
超过100%;扶贫政策覆盖人数，
也由1500万人增加到4007万
人。而此次又将贫困线标准大
幅提升92%，与国际水平接轨，
看似贫困人口越扶越多，但其
中饱含了政府对困难群体的
关爱和救助。

不过，在扶贫工作力度
不断提高的同时，有关部门
也要注意相应加强扶贫优惠
政策范围的调整和完善。数
据显示，2001年国家级贫困
县数量为529个，随着我国经
济的长足发展，很多当初的
国家级贫困县，已然一跃而

成为全国知名的经济强县；
但扶贫优惠政策调整的滞
后，使得它们依然戴着贫困
县的帽子。

众所周知，享受扶贫政
策的贫困县，不仅每年可以获
得中央财政数额可观的转移
支付资金，还可以享受补贴、
税收、土地使用等诸多方面的
优惠。同时，由于中央拨付的
扶贫款项经由多道环节支配
使用，其中极易滋生“民穷县
不穷”、“县穷官不穷”的现象，
像河南贫困县固始耗资2亿元
建3万平方米政府大楼的新闻
在一些地方并非罕见。

更值得扶贫工作相关部
门注意的是，自2001年在全
国范围内划定贫困县数量
后，尽管贫困线标准一再提
高，但10年内贫困县的范围
没有调整，扶贫工作中动态
退出机制的滞后，一则让一
些需要国家扶持的贫困地
区，无法享受到政策的帮助；
二来可能让一些不愿意放弃
政策优惠的贫困县故意装
穷，或直接放弃脱贫。

最近10年，中央和地方
各级政府不断增加财政支
出，以累计投入2043 . 8亿元
人民币之力，帮助6734万人

脱离贫困。正如日前发表的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
展》白皮书所言：目前我国的
扶贫工作，已经转入巩固温
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缩小
发展差距的新阶段。

应该看到，此次大幅提
高贫困线标准，主动增加贫
困人口，中央政府表现出了
缩小贫富分化、促进社会公
正的强力姿态；而能否对扶
贫政策和措施的落实做相应
的动态调整，则关乎扶贫资
源能否得到合理、有效利用，
真正体现扶贫帮困的应有之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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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不报课题是权力对学术的尊重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履新月余的湖南大学校
长赵跃宇，公开承诺在校长
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
不新带研究生。

他表示，从科研工作中
脱身出来，是希望自己能够
全身心地投入学校管理，努
力成为一名职业化的校长。

不仅仅校长如此，除教
务处、科研处、研究生处等直
接与教学科研相关的部门
外，湖南大学所有处室的负
责人一律不得在工作时间内
兼任教授工作。全心全意做
好管理服务工作，成为这些

负责人的第一要务。
作为高校的负责人，校

长不申报科研课题，看上去
好像“不务正业”，但实际上，
赵跃宇此举，促进了行政权
力从学术研究中抽离，有利
于维护学术的相对独立性，
正是对学术的一种尊重。

当下，高校行政化已经
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校长
们手中的权力高度集中，事
无巨细都需要负责。除了教
学方面的问题，学生生活、教
师住房、校庆典礼都需要“一
把手”来拍板。无怪乎清华大
学校长顾秉林叹道，中国大
学校长是全世界最忙碌的校

长。但即便分身乏术，仍有一
些学校的行政领导，在从事
着行政事务管理的同时，牢
牢把持着学校的学术话语
权。一手抓管理，一手抓科
研，“学官”们想着两全其美，
却往往造成现实中的两败俱
伤。一方面，有限的资源按照
权力意志流进了少数人手
中，损害了其他教师的权利；
另一方面，学生们也很难从
这些整日忙于事务的行政领
导身上，得到太多有益的启
迪。

如果在大学中，校长或
处长们权力通吃，一切资源
的分配都以权力大小为标

准，行政权力成为校园中的
最高价值，那么整个校园的
学 术 氛 围 将 遭 到 严 重 破
坏。学生们耳濡目染，崇拜
的将不是学术，而是权力。
而在学术上应该具有至高
地位的教授则会产生深深
的挫败感，学术权利更是无
处伸张。

作为知识精英阶层的代
表，大学校长的价值不应局
限在书斋和实验室里。大学
校长本身就是一个有独立价
值的职业，校长的价值体现
在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和条
件，创造产生大师的土壤，而
不是体现在他自己的学术成

就有多大。诚如赵跃宇所言，
作为大学校长应该在明确办
学理念和目标，制定学校发
展战略和规划，完善学校机
构设置、人员聘任以及教学
科研的管理方面，作出更多
的努力。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明确提出推进政校
分开、管办分离的计划，并将

“教授治学”作为一个重要的
课题来探索。因此，湖南大学
的尝试显然是顺应潮流的举
措。“陈力就列，不能者止”，
赵跃宇的“两不”承诺，正是
一个校长应有的风度。

大学校长本身就是一个有独立价值的职业，校长的价值体现在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和条件，创造产生大师的土壤，
而不是体现在他自己的学术成就有多大。

@叶青：
作为厅级干部，在国

家机关可能没有专车，但
是在省直机关就有专车；
作为处级干部，在省直机
关没有专车，但是在地级
市直机关有专车；作为科
级干部，在地级市直机关
没有专车，但是在县级政
府机关有专车；作为股级
干部，在县级政府机关没
有专车，但是在乡镇有专
车。这就是公车相对论。

@麦家：
我一直认为满足欲

望的最好方式是关闭欲
望之门，绝大部分欲望只
会让生活变得复杂而茫
然。太多现代人少了思
考，生活节奏太快，没有
时间去问，总是不停地往
前冲，以为前面有很多东
西在等待我们。其实，很
多东西是在我们身后，是
该停下来等一等被我们
落在身后的灵魂。

@方兴东：
创业最大的陷阱就

是求快！什么都有代价，
但什么代价都没有过快
的代价大。越快代价越
大，羡慕什么也别羡慕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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