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好定点饭店，也需社会监督

近日，有媒体记者逐一梳理了
全国31个省(区、市)的4740家定点饭
店，发现四星级和五星级的酒店数
量接近一半，奢华服务项目屡见不
鲜，而虚报消费官员人数“做假发
票”，已成为某种潜规则。

设立定点饭店，本意是加强对
公务消费的监管，但高档酒店比例
过高等现象，已经让定点饭店的存
在价值大打折扣。面对这些新情
况，需要政府、酒店和社会形成合
力，加强公款消费的透明度，充分
发挥社会监督的力量，遏制定点饭
店背后的不正之风。

对定点饭店的监督是个动态的
过程，及时发现问题才能堵住管理
上的漏洞。按理说，政府采购的协议
价普遍不高，定点饭店的利润空间
不大，不该成为高档酒店竞相追逐
的“香饽饽”，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对
于这种明显有违市场规律的现象，
监管部门当然不能不管不问，而是
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找到症结所
在。从媒体报道的内容来看，成为定
点饭店的高档酒店，确实存在故意
不公布空房情况、用假发票“作价”
报销等行为，这里面既有酒店的违
规操作，也暴露出会议费管理不严
的问题。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动态
监管，不对违规酒店做出处罚，也不
对相关规定进行修改的话，定点饭
店的乱象恐怕会愈演愈烈。

事实上，定点饭店乱象的长期

存在，恰恰证明了政府内部监督的
局限性，而把希望寄托在酒店的自
我约束上也不靠谱，要想用好定点
饭店制度，应当把更多的监督权交
给社会，发挥公众和媒体的积极作
用。人们最近对定点饭店的关注，
还要追溯到不久前的上海法官“招
嫖门”，该事件的曝光有赖于公民
监督。这次关于定点饭店乱象的调
查，则是来自于媒体的报道。可见，
在监督定点饭店方面，社会力量大
有可为。一些地方上的党政机关，
不妨把人员出差消费情况和会议
费用等公之于众，花了多少钱，具
体是怎么花的，都得有本明细账。
总是藏着掖着，难免会给一些酒店
和个别公职人员钻空子的机会，也
给了公众猜想的空间。

话说回来，即便没有这篇详尽

的报道，民众对于定点饭店里面的
“猫腻”也是略知一二，因为在很多
地方，定点饭店的牌子都挂在当地
最高端的酒店里，普通老百姓肯定
是消费不起的。公务活动过多地在
这样的场所开展，会给群众带来非
常不好的印象。一些定点饭店还利
用监管上的漏洞，以“提供豪华娱乐
服务”作为招揽公务客源的手段，也
助长了个别公职人员的享乐主义和
公款消费的奢靡之风。正因如此，加
强对定点饭店的监督有很强的现实
意义，也是走群众路线的应有之义。

如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央要
求集中解决“四风”问题。地方政府
不妨把加强定点饭店的监管作为
工作的突破点，充分发挥社会监督
的力量，管好定点饭店。

高档酒店比例过高等现象，让定点饭店的存在价值大打折扣。面对这些新情况，需要政府、酒店和社

会形成合力，加强公款消费的透明度，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力量，遏制定点饭店背后的不正之风。

A02 评论
2013年8月27日 星期二

编辑：赵丽 组版：刘燕

QILU EVENING NEWS

www.qlwb.com.cn

本报地址
济南泺源大街6号

邮编
250014

传真（0531）
86993336 86991208

读者服务中心
96706

报纸发行（0531）
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0531）
82963166 82963188

82963199

差错投诉
96706

发行投诉（0531）
85196528

邮政投递投诉
11185

齐鲁读者热线

96706

即时互动平台

新浪官方微博
weibo.com/qlwb

腾讯官方微博
e.t.qq.com/qlwbyw#

齐鲁晚报微信
qiluwanbao002

云拍读报

免费下载“云拍”

客户端，对准报纸上带

有“云拍”l ogo的图片

拍摄，便可观看视频。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为了前途

书包越来越重

蒋龙龙：减负是媒体关注的老
话题。上世纪50年代，我国就提出了
减负的意见。不过学生的负担却越
来越重。近些年，有媒体曾对学生的
书包进行称重，发现都在5公斤以
上，有些地方甚至要达到七八公斤。

肖龙凤：很多父母认为子女的负
担很沉重，他们也不想让孩子整天忙
于作业，忙于上兴趣辅导班。但比起
这些，他们更担心别人家的孩子都在
努力，自家孩子会落在后面。

赵丽：这也怨不得家长。现在社
会竞争如此激烈，看到一个向上流
动的渠道，大家都拼命去挤，拼命比
拼谁准备更充分，谁身手更敏捷。家
长担心的是，要是行动慢了，会影响
孩子一辈子的前程。

蒋龙龙：确实，随着改革开放的
加快，更多的社会流动性被释放，社
会的竞争压力加剧，这是我国普遍
存在教育焦虑的重要原因。而且，对

于多数普通家庭的孩子，通过高考
实现流动是最可行的方案。如果不
拼这条路，也没有更好的路可以走，
于是，大家把眼光盯着考试、盯着成
绩，一刻也不敢放松。

许建立：一切为了将来的好前
途，孩子的美好童年也要被牺牲掉。
我想这是国人长期以来的一个心
态。而且在中小学阶段，孩子自己也
没有多少选择权，多数是家长说了
算。许多家长觉得为了成才、成功，
孩子牺牲掉一点自由、牺牲掉一些
童趣是值得的。

肖龙凤：可是有句话说得好，人
一生都在跟自己的童年记忆做斗
争，童年时候能否形成健全的人格、
阳光的性格，对于孩子将来的成长
是至关重要的。课业负担过于沉重，
显然不能实现这一点。

如何减负

应遵循教育规律

赵丽：为了孩子健康成长，减负

这件事必须进行，这是全社会的共
识。现在，被人称作史上最严减负令
的“减负十条”，又一次对过重课业
负担祭出重拳。

肖龙凤：我觉得“减负十条”有
助于实现教育公平。具体来说，阳光
入学、均衡编班体现了教育资源的
分配公平；“零起点”教学、一课一
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城乡学
前教育的差距，以及家庭教育资金
投入的差距。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减
轻学校和家长的焦虑。

蒋龙龙：可以看到，在防止“学
校减负，社会增负”、“教师减负，家
长增负”这方面，“减负十条”做了一
些有针对性的设计。例如“公办学校
和教师不得组织或参与举办‘占坑
班’及校外文化课补习“的规定，就
考虑到了学校不补课但老师借机做
有偿家教这种情况。

赵丽：现在看，大家的担忧主要
集中在取消书面作业、取消低年级
考试这两方面。这两项规定本意是
希望给孩子们一个自由、宽松的成
长环境，初衷是好的，只是家长们可
能还没做好这个准备吧，他们担心
孩子失去控制。

肖龙凤：我不赞成取消书面作
业和低年级考试。我觉得小学教育
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教会孩子初步
学会自律、理解并遵守规则，比如作
业要按时完成，考试要认真去考。适
量、适当的作业和考试可以督促他
们去学会以上两点，这对于孩子成
长是有益处的。

许建立：我也觉得规定的出发
点很好，是为了彻底减轻学生负担，
防止学校以各种方法搞变通，但如
果全面“封杀”书面作业和考试的

话，有可能会背离教育规律。比如，
拼音知识，基本汉字笔画等等，都需
要长时间的练习。其实，学校可以有
针对性地布置适量书面作业。

“指挥棒”不改变

减负很难有实效

赵丽：“减负十条”要发挥作用，
教育考核机制不改变恐怕不行。毕
竟无论是哪个升学阶段，都得拿考
试成绩说话。有家长就评价说，过去
的减负声势浩大，但三令五申比不
上一分两分。

蒋龙龙：确实，规定的主旨是好
的，但在目前的教育评价机制下如
何落实，也是一大挑战。业内人士就
坦言，只要以考试成绩、升学率为主
导的评价系统未变，就很难搬走压
在学生身上的重重大山。因为学校
要评等级，老师要分优劣，学生要上
大学，均要以“学生考试成绩”说话。

许建立：比如，在“减负十条”出
台之前，有学校留给孩子的书面作
业就很少，但家长担心孩子初中跟
不上，就自己给孩子布置作业。

赵丽：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家长
也担心：如果各项评比都没有了，学
校确实不去做那些“不得做”的事，
但该做的是否都能做好呢？比如改
变教学方式、教学内容，让课堂教学
充实有趣这些。

肖龙凤：所以说，光靠一纸禁令
很难真正减下孩子的负担来。我注
意到，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也指出，减
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
会共同努力。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这样一些
现象：讲成绩有声有色，谈困难有板
有眼，可一查摆起问题来，就搞起了

“宏观统计学”，翻来覆去都是些大
而化之的泛泛之谈。

笼统空洞的宏大问题，个个都
认为是普遍现象、人人都觉得与自
己无关，难以打到点上、触动灵魂，
最终让查摆问题、开展批评变成空
对空、刮刮风，这正是群众最痛恨的
形式主义。

“四风”问题，积弊成冰非一日
之寒。从自我批评者的角度，找问题
是引火烧身，没有点“向我开炮”的
精神，很难下得了真决心。从批评者
的角度，受“批评要抽象，表扬要具
体”的潜规则影响，不敢也不愿火力
全开。于是乎，各种避重就轻、转移
视线的“宏大问题”应运而生。或是

用能力问题取代态度问题，或是用
共性问题消解个性问题，或是用表
面问题掩盖深层问题，最终让问题

“不着边际”、批评“无疾而终”。
具体化，是一种思想方式，也是

一种工作方法。找问题具体了，才能
有针对性地整改。事实证明，一具体
就直接、一具体就透彻、一具体就有
效。对于问题，能不能抓具体、敢不
敢具体抓，往小了说，见能力、见功
力；往大了讲，见风格、见境界。

不要以为具体的问题就是小问
题，群众正是从领导干部的一言一
行中看作风，从领导干部的一举一
动中辨是非。具体问题，既是病灶所
在，也是治疗的突破口。如果找问题
都搞“虚言浮术”，就会变成“连野猪
都骗不了”的高音喇叭，最终损害党
的威信、贻误事业大局。(摘自《人民
日报》，作者杨振武)

仅凭一纸禁令难为学生减负

问题找得越具体越好

葛圆桌评论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日前，人民日报刊文曝光了内地赴港招商活动中存在的奢侈浪费
现象。一些地、县级政府在招商时,启动仪式、集中签约、大型宴会等环
节，都在香港顶级酒店和会场举行，耗资不菲。有的招商团早餐标准甚
至达到人均1000元。 漫画/勾犇

奢侈招商

近日，教育部公布《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
稿)，拟从入学、编班、教学、作业、考试、等级评价等方面破
解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

减负是全社会共同的呼声，要破解这一顽疾，还给孩
子们一个快乐的童年，恐怕没法单靠一纸禁令，这需要政
府、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努力。

本报评论部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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