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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除“顶风吃喝”需坚持不懈

9月、10月，我省先后分三次通
报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
典型问题，其间，省内绝大多数地
市也相继通报了各市违反规定的
情况。据公开资料可查，共有13个
城市通报了 65个问题，其中与饮
酒、接待等相关的有12件，占总数
的近20%。(本报今日A04版)

从记者调查来看，“八项规定”
实施一年效果显著，公款消费明显
减少，不少高档酒店走起了平民道

路。但从我省通报的情况看，公职
人员违规接待的情况在通报案例
中占比较高，还是有人难改大吃大
喝的陋习。看来，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的行动还是要长期不懈地坚持，
通过具体规定的完善，以及对错误
思想的纠正，彻底杜绝“病从口入”
的问题。

此前就有媒体报道，为了应对
“八项规定”，不少地方“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
到，省内也存在豪华宴请转入“地
下”的情况，要想揪出隐藏在地下
的奢侈接待，还是得从管钱入手。
不久前出台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条例》就明确指出，要建

立国内公务接待清单制度，接待清
单作为财务报销的凭证之一并接
受审计。尽管还存在操作细则尚不
明确的问题，但这不能成为大吃大
喝的借口。毕竟，各地消费水平如
何，饭菜价格的高低，群众心里是
有数的。不妨把接待清单放到“阳
光”下，接受群众的监督。这样一
来，会所里的红木家具、酒桌上的
豪华大餐，就无处遁形了。

事实上，从这一年来各地的行
动来看，对于“八项规定”的执行和
违规行为的查处，不可谓不严格，
但依然有人“顶风作案”。面对如此
严厉的整治都管不住自己，与其说
这是胆大妄为，不如说他们已陷入

大吃大喝的习惯中不能自拔。所谓
的“一切都在酒里”，或是靠“吃好
喝好”来表达热情，不过是给满足
私欲找个借口罢了。要想杜绝“病
从口入”，必须让“顶风作案”者得
到应有的教训，通过坚持不懈的整
治工作，从根本上铲除贪图享受的
思想顽疾，

据统计，今年 1至 7月，省政
府、省检察院等单位的接待费均比
去年同期大幅减少，这是一个好的
开始。接待上花费少了，保障民生
的可用之钱就多了；热衷吃喝的想
法改变了，才会有更多的精力放在
工作上。要想改变个别公职人员的
奢侈消费习惯，仍需长期的努力。

城乡医保缴费“降高就低”值得借鉴
王封

近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日照市调整2014年度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成年居
民由每人每年180元调整为每人每
年80元；未成年居民除按学制缴费
并选择门诊统筹整体签约的在校
学生外，随家庭缴费，标准为每人
每年80元。

从180元降至80元，仅此一项，
日照市每年给城镇居民减轻的经
济负担就可以千万元计算。而且，
居民交钱少了，享受到的医保待遇
却没有“打折”，这确实是一项实实
在在的惠民举措。

众所周知，开展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
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群众的看病问
题，但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二者的
参保范围是明确区分的，也是分属
不同的部门来管理。当参保人员转
换身份时，只能放弃原来的参保险
种从零开始，不仅难以保障参保人
员的待遇和利益，而且也不利于城
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如何打破医
保方面的城乡二元机制，确实值得
相关职能部门深思。

对此，我省已经出台了相应
的规定。今年公布的《山东省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行动计划
( 2 0 1 3-201 5年 )》就明确提出，要

“完善城乡一体、区域协调的基
本公共服务制度”，并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可率先把农村居民纳
入 城 镇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保 障 范
围”。这样的行动计划，符合了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趋势，也给
各市相关职能部门的进一步工
作指明了方向。

单从日照的具体情况来看，大
幅调低城镇居民医保缴费标准的
原因有二。首先是监管到位，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结余情况良好，才有
底气和魄力降低缴费额度；其次则
是考虑到为2014年启动的城乡医
保一体化做准备，将城镇居民医保
费用降低到新农合的标准。尽管我

省各市的情况各有不同，但日照的
这一举措若能在实践中取得良好
的效果，还是给其他城市提供了可
以借鉴的思路。

当然，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
进行时。城乡医保收费标准的统一
只是个开始，如何真正实现“城乡
并轨”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至于
破解“看病贵、看病难”的老问题，
完善整体性的医疗体系，更是任重
道远。

（作者为本报日照站记者）

关爱残疾人

从改变态度开始

晚报4日刊登了题为《“我是残
疾人，但从不自暴自弃”》的文章，讲
述的是家住莱芜的秦继友老人，11

岁时摔坏了双腿，因当时医疗条件
有限又延误了治疗，导致双腿萎缩
终生残疾。虽然支持他的家人很少，
但他仍然在农闲时坚持学习与写
作，并发表文章。

此文读来很受感动，也为这位
残疾老人比常人艰难数倍的人生感
到难过。在我们的印象里，好像某个
人一旦年少时残疾了，多数就只能
辍学，未来也只能是干一些没有什
么技术含量、门槛很低的工作，这还
得靠好心企业的大度，以及街道社
区等帮忙协调。因为身体上的不健
全，他们的人生路也变得非常狭窄，
似乎注定了成为这个社会中的弱势
群体。

仔细想来，造成残疾人生活困
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社会的冷
漠和歧视，甚至还有人打着帮助残
疾人的旗号，实际只为自己的利益。
记得几年前，笔者曾参加了一场“与
福利院儿童联谊”的活动，大多是家
长带着他们健全的孩子参加。在返
程的大巴上，家长们纷纷拿那些残
疾儿童做起了反例，教育自己的孩
子要珍惜现有的生活。看来，所谓的
联谊不过是个工具，参与联谊的主
要目的也并非是献爱心。

当然，要想帮残疾人摆脱困境，
最根本的还是要建立完善的公共服
务体系，通过医疗救助、文化教育以
及职业规划，拓宽他们的人生之路，
让更多的残疾人过上有尊严的生
活。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每个人或许都可以做点
什么，哪怕只是把白眼换成微笑，也
是好的。

（读者 邱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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