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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汉”李林森的取舍观
让人动容

连日来，笔者像大多数人一样，
也深深被万源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李林森的先进事迹感动着。他那做
人做事的风格令人敬佩；他那坚持
原则、忘我工作的品行令人敬佩；他
那面临抉择，毅然舍小我、为大我的
情怀更令人敬佩。

笔者认为，李林森令人感动和
敬佩之处源于他的取舍观。面对取
舍这样一个常常令人犹豫不决的难
题，李林森似乎没有过太多的彷徨，
即使生死之际，也依然坚定地选择
工作，选择为党和人民奋斗到最后
一分钟。这是我们的感动之处，也
是他的可贵之处。

舍弃个人利益，选择党和人民
的利益，这是作为共产党员的一种
职责，是党员干部应该始终坚定的
信念。李林森做到了，他是党员干

部的楷模和榜样。“把工作当命”、
“追求完美”是李林森的行为写照，
群众利益和组织利益至上是他做人
做事的原则，即使病重之时，他担心
的依然是那些没做完的工作。他为
党的事业尽心尽力，坚守到了生命
的最后瞬间。无论疾病还是健康，
都始终毫不动摇地坚守那份忠诚，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修养。

事实上，在党的事业发展的历
程中，一直不乏像李林森这样舍小
我、为大我的优秀干部。孔繁森、焦
裕禄、杨善洲、王彦生等，他们身处
不同的岗位，但都始终如一地选择
了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奋斗不息，用
实际行动践行了坚定跟党走的信念
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赢得了党和
人民的赞扬和称颂。

对照他们的取舍观，每名党员

干部都应该扪心自问：面对利益冲
突，我们能不能舍弃个人利益，选择
履行入党誓言，时刻维护党和人民
利益？面对群众困难，我们能不能
舍弃个人安逸，选择牢记宗旨，全
心全意为群众排忧解难？面对各
种诱惑，我们能不能舍弃私心杂
念，选择坚持原则、公道正派地做
人做事？面对不同岗位，我们能不
能舍弃牢骚抱怨混日子，选择埋头
苦干、尽职尽责，把全部精力投入
到党的事业中？

人的一生要面临很多取舍，相
信无论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都有自己
的一番道理，但是，唯有一种选择会
令人敬佩，令己无怨，那就是像李林
森那样选择对党和人民忠诚，为党
和人民的利益奋斗不息，燃尽生命
之火。 刘伟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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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陕西
宁陕县的所有学龄前儿童将可以免费上幼儿园，这意味
着该县率先在全国贫困地区实行15年免费教育。目前
的宁陕县委县政府办公楼是由上世纪90年代的单身宿
舍改建而成，10年未装修，风格简朴。“在宁陕，最漂亮的
房子就是学校。”（《京华时报》9月27日）

好一个“最漂亮的房子是学校”。全国究竟有多少校
舍“好过县委大楼”无据可查、也无从“考证”，但切入到现
实当中，我们却非常清楚，一座城市中最漂亮的建筑物或
许是豪华的大酒店、大剧院，也或许是美轮美奂的政府办
公大楼，不管怎么看都跟学校不沾边儿。

前些年，曾有一座“最美希望小学”引起社会质疑。
媒体当时的报道称：该小学采用欧式建筑，周围环境非常
好，学校各项设施至少50年不落后，被网友们称为“中国
最美丽的希望小学”。小学总投入350万元，相当于捐建
17个希望小学。于是就引起了舆论的争议：花350万建
一所希望小学值不值？这样的质疑看上去理直气壮。但
事实上，建学校不是只向学生提供几间可以遮风避雨的
简陋教室，涵盖建筑、附属设施和教育相关资源完整配置
的一所小学，耗资350万真的很多吗？

随后又传来成都草堂小学翠微校区和水立方等知名
建筑同获第五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的消息。很多
人更是感觉不可思议，一所小学怎么能投入如此巨大、建
设如此精美。但反过来说，学校为什么就不能这么华
美？在国外发达地区，最华美的建筑很多都处于教育和
公共领域，何以我们的学校建筑就不能“精美”一些？

“最漂亮的房子不是学校”固然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但“最漂亮的房子是学校”却很是说明问题。因为这意味
着地方财政对于教育的足额投入，意味着教育享有充沛
而丰润的资源，意味着教育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
的地位。与之相比，有些地方政府宁可耗费巨资建设华
丽的楼堂馆所，也不肯在教育上多投入一毛钱。在很多
地方，学校设施陈旧落后“掩映”在高楼大厦林立的现代
城市中几乎成为另类景观。

“再穷不能穷教育”，可教育投入不足一直是制约我
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软肋”，财政性教育投入长期以来没
有达到法定的4%的比例。虽然2010年公布的《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提高国家财政性
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12年达到4%，但
现实中能不能真正平稳落地，还是一个未知数。从这个
意义上说，免费教育模式无法复制，“最漂亮的房子是学
校”也不必刻意追求，但保证足额的教育投入却应该不难
做到吧？ 陈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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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也可以上北大了。”9月25日，由共青团广东
省委联合有关部门推出的“圆梦计划”完成了今年秋季招
生考试。按照这个计划，政府出资，与北京大学、中山大
学、天津大学等10多所高校联手，推出物流管理、模具设
计、机电一体化等专业，为1万名在粤的新生代农民工提
供以网络授课为主的大学教育。

上大学，是多少农民工遥不可及的梦想。如今，象牙
塔之门开始向年轻的农民工们敞开，知识力量成为他们
人生新的“变量”。这个变化，为个体发展带来新希望，也
将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创造新契机。

“培训很贵，不培训更贵”，这是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
助的经营之道。这样来看，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培训，实在
是“一本多利”的“买卖”：可以让农民工提升能力素质，使
企业获得优质人力资源，可以助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
化升级……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教育特别是平
民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社会学家看来，学校是使
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教育是改变命
运的重要途径；社会管理者也深刻认识到，没有教育机会
均等，就谈不上社会公平。

当前，我国的农民工总数已达2.42亿，新生代农民工
接近1亿。仅以广东论，在粤务工的“80后”、“90后”新生
代农民工约2000万人。“拉着拉杆箱进城”的新生代农民
工，与他们“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相比，放下了“乡土
梦”，怀揣着“城市梦”，他们希望融入城市生活，成为“新
市民”。因此，在参加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仅占
30%的现实面前，在他们面临的“回不了村、进不了城”的
窘境面前，在报名网站“塞车”、报名电话打爆的需求面
前，“圆梦计划”的推出，不仅为农民工个人提供了成长新
平台，更是为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全面发展、向上流动展现
了新的可能。

其实，在社会转型期，“上升”的焦虑和需求，一直激
荡于变革进程。从30多年前“潘晓来信”中“人生的路呵，
怎么越走越窄”的迷惘，到3年前“罗炼出走”发出的“终生
役役而不见成功”的无奈；从今天徘徊于城市各个角落的

“蚁族”、“北漂”，到“拼爹就业”、“萝卜招聘”引发的“阶层
固化”忧思，不断提醒人们，在一个流动性加剧的时代，我
们的社会更加需要为奋斗者提供公平的舞台，为梦想者
提供抵达的路径，实现“人人皆有可能”的包容性发展。

尽管刚刚开始，但广东的“农民工高考”已引起教育
部和各地的关注，更多的“圆梦计划”正在酝酿，给社会管
理者带来启示：面对流动时代的“上升焦虑”，需要在社会
管理中彰显“圆梦思维”，创新管理思路，整合社会资源，
开辟更多上升通道，把人们的期盼、社会的需求变为一个
又一个扎实的“圆梦行动”。 詹 勇

据报道，湖南娄底新化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
县，当地旱涝灾害频发。在今年5、6月份长江中
下游五省持续的旱情中，新化县水稻和经济作物
大面积受旱，4万多人和1万多头牲畜饮水困难，
当地的水利设施亟须投入。然而即便是这样，新
化县的水利资金近日却被克扣和挪用，挪用的资
金变成了“景区建设”的捐款，用于修建寺庙。这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9月26日《中国广播网》)

即便再不通情理，在寺庙与水利之间的选择
上，公众也会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水利设
施。因为对公众而言，水利设施的好坏关乎每一
个人的切身利益，你可以一辈子不去寺庙上香拜
佛，但你不可能三天不喝水，这是基本的生存问
题。比如，去年的西南大旱给予我们的震撼，不只
在于南方地区出现旱情后几乎毫无招架之力，更
重要的在于水利设施的修建根本不配套，旱情来
临水利设施要么陈旧破败不能使用，要么还未曾
修建，对于缓解旱情起不到丝毫作用，甚至于连饮
水都无法保障。

既然如此，当地政府为何没有修缮水利设施，
反而克扣挪用水利资金用于修庙？很明显，原因在
很大程度上是当地官员的判断标准和公众基于生
存意识的判断完全不同。长久以来，上级部门考察
下级政府的政绩其实着重是看当地的经济发展。
而在一般官员看来，投入与产出是呈正相关的，投
入越多产出越多，这意味着一些官员在地方经济的
发展上极为强调投入的重要性，甚至于不惜挪用其
他民生拨款用以进行所谓的经济投资。

具体到湖南新化县。因为这个县是国家级贫困
县，自然除了当地可能存在的自然资源和人为资源
外，其他现代工商业体系整体不发达，市场经济不振
兴，经济发展也就陷入疲软，这对当政者而言是极为
不利的。那么如果能另辟蹊径找到一条经济发展之
路，就成了贫困县地方政府着重解决的问题。与此
相比，那些民生投入反而成为了次要支出。

但这又陷入另一个窠臼之中：许多地方政府
发展经济的着眼点不再是合理的规划和对本地现
状的清醒认识，而是人为制造一些“景观”，用以吸
引游客发展旅游，毕竟如今最符合持续发展且投
入较低的还是旅游业。人为景观的制造，寺庙建
设无疑是最佳选择。在中国，只要有山的地方就
会建寺庙，有些确实是古刹，是遗留下来的历史人
文遗迹，但大部分则是后来重新规划建设的。这
种地方除了那些极为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以及较
为迷信的人外，很难吸引来游客观光，自然所谓的
旅游业也就名存实亡。

如此一来，结果只能是修建水利的财政拨款
被浪费，所谓的经济投资也会打了水漂。说白了，
这种挪用水利资金用来“景区建设”只会得不偿
失。而从权力职能的角度来看，此种行为更是损
害了公众合法权益。政府具备经济职能，但这种
职能不是让政府拿钱直接参与到市场当中。政府
同时必须履行保障民生的职能，不能因为经济而
忽视民生，两者之间不存在谁替代谁的问题。既
然已经规定是民生支出，相关部门就不能强行挪
用。这种结果正是监管不力、审计不严、处分不厉
的原因所致。所以，对这种行为如果不严厉惩处，
还会有贫困县会步人后尘。 戈 海

近日，一款“我的离婚计算器”在网上非常红火，
测试人只要参与回答网页设置的十个问题，系统自
动来一番加加减减，一分钟之内就能算出看似复杂
的“离婚成本”。记者和网友测试之后发现，“离婚成
本”之高，让人“伤不起”！（据9月26日《扬子晚报》）

“离婚计算器”有点儿像之前一些公安部门推
出的“打架成本”。与打架有成本一样，离婚显然
也是有成本的。虽然处在感情与婚姻的角度来
说，夫妻之间离不离婚，与离婚物质成本的大小并
无直接关系。离婚的主要决定因素在于双方的感
情是否破裂，夫妻矛盾是否不可调和等。然而，面
对如今社会离婚率居高不下的事实，特别是其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属于冲动性离婚的现实，为离婚
计算一次“离婚成本”，确实很有必要。

以南京市为例，2010 年共有 25590 对夫妻到
民政部门“分手”，平均每3对新人喜结连理的同
时，就有1对夫妻分道扬镳。这些数字是让人忧
心的。婚姻是夫妻之间的基础关系，是家庭稳固
的核心力所在，更是社会稳定的影响性因素之
一。婚姻的理性与稳定，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基础
保障。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反映出时代变迁带给
人们思想上的解放。但相对于婚姻自主深入人心
的积极意义，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人，不把婚姻当回
事的儿戏态度，闪婚闪离，冲动性离婚大量存在。
如此长期下去，势必会对婚姻之间是一种责任关
系，需要相互负责的婚恋观造成强烈地冲击，也势
必会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网上流行的“离婚计算器”，虽然属于舶来品，
也算是顺应了当下中国的婚姻现状。通过计算离
婚成本，虽然可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离婚率走高
的形势，但至少可以让那些冲动性离婚的夫妻，有
个权衡的标准；让那些准备进入婚姻殿堂的准夫
妻，慎重对待婚姻。

“离婚计算器”，是离婚率居高不下的产物，是
一个充满善意的婚姻提醒。 北 方

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负
责人日前称，2006年至2009年期间，全国
共清查出评比达标表彰项目 148405 个，
保留 4218 个项目，总撤销率为 97.16%。
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实行总量控制，除已批
准的保留项目外，原则上不再新增常设项
目。（据新华社电）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我国评比
表彰项目，竟高达14万8千多个！而3年
间有九成多评比表彰项目被撤销，也从某
种角度反证了评比表彰项目确实过多过
滥。许多评比表彰活动大搞形式主义，毫

无含金量可言，既劳民又伤财。
撤销九成多评比表彰项目，有网友认

为“成果不小”；但在我看来，仅仅公布一
些数字难称“重拳”，要想将好事做彻底，
必须“亮剑”有力。

首先，哪些评比表彰项目被撤销，哪
些项目被保留，都应该明明白白地公示于
众。如此，方能让公众知晓孰真孰假，也
能预防某些本已撤销的评比表彰项目“借
尸还魂”。以往，一些评比表彰因乱收费
而曝光，事后调查才知，该项目其实早已
被取消。民众上了当，乱评奖者被查处，

却无人承担信息不公开、不透明之责。
其次，拔了滥评比的“毛”，还要去乱

表彰之“皮”。俗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
附？正因为有那么多热衷于滥评比、乱表
彰的部门（皮）存在，才会丛生出如此多的
评比表彰项目（毛）。既然要清理，就来个
彻底干净，拔“毛”之后，还需去“皮”。不
然，这批项目被清理，既得利益者出于利
益驱动，仍会炮制出下一批项目，改换“包
装”，继续“扯虎皮作大旗”地敛财。

第三，加大清查精简力度，再挤一挤保
留项目中的“水分”。有网友认为，这4218个

保留项目，也未必都值得保留。同时，对现
有评比表彰项目加以梳理，明确哪些可以收
费、哪些不能收费，给能收费者制定一个统
一标准，以防标准混乱、暗箱操作频繁。

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需要转变考核
评价体制，这是另一张“皮”，不能再以这
奖那奖定好坏、论英雄。滥评比、乱表彰
已为害不浅，正如一位官员所言：一些单
位抓工作松松垮垮，搞评比表彰轰轰烈
烈，为取得“荣誉”上骗组织，下哄百姓，有
的甚至借“评比”之名行“卡要”之实，败坏
党风，误导民风。 何勇海

“三狂州长”催促官员财产公示
日前，云南纪检专案组初步查实

了云南楚雄州原州长杨红卫的违纪
违法事实：近 5 年来，杨红卫先后收
受贿赂 1000 余万元；杨红卫与妻子
余赛英在昆明、个旧、弥勒等地有房
产17套，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有房产6
套；杨红卫被称为“三狂州长”，他吸
食毒品，与数十名女性有不正当两性
关系。（9月26日《经济参考报》）

尽管人们的想象力是无穷的，
但云南楚雄州原州长杨红卫的所作
所为，还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杨红卫腐败案，再一次证明暗箱里
的权利多么可怕，昭示出官员财产
公示的急迫。

其实，比起贪污上亿元的杭州市
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
人杰，杨红卫的贪污数额并不让人吃
惊。但杨红卫的贪腐却是最见不得
光的，作为堂堂州长，他居然长期吸
食毒品，玩弄数十名女性，坐拥国内

外 23 套房产！这其中任何一条，都
让人咋舌。

杨红卫的腌臜事，暴露出现行官
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严重缺失。吸毒、
炒房子、玩女人这样的事，都是需要
大量的流动资金的，可杨红卫样样大
行其道，多年来不露马脚，直到地震
灾区的灾民反映灾后重建的民房问
题，才牵出这一系列丑事，足见官员
财产监督制度的薄弱。

纵观杨红卫的“三狂”——“狂
热”指的是其工作作风，“狂妄”是说
他的为官之风，而“狂欢”则反映了他
的生活作风。“三狂”之中，“狂欢”的
危害最致命，他让一个高级干部忘乎
所以，堕落到最腐朽的境地，为了维
持这种腐朽生活，又不惜贪污受贿、
铤而走险，陷入恶性循环。

要想遏制官员“狂欢”，根本之道
是切断其财路，而切断其财路最好的
办法则是建立完善的官员财产公示

制度，接受公众监督。倘若杨红卫的
财产状况是公开的，他就算吸一次
毒，玩一次女人，买一套房子，都将逃
不过人们的眼睛，他也不至于堕落到
今天这步田地。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
席 2011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时曾表
示，要逐步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和公
示制。而“三狂州长”杨红卫的腐败
案也再次表明，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
度迫在眉睫。因为不透明的官员财
产状况，不仅容易诱发腐败分子的侥
幸心理，让他们越陷越深，也增加了
查处腐败的难度和成本。

面对反腐败形势的严峻挑战，以
及公民的知情权需求，官员财产公示
制度已成为紧迫的公共需求，相关方
面不宜再拿“条件不成熟”来延迟这
一制度的推行。推行官员财产公示，
也是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绕不开的一
环。 王孝武

刚刚拿到新房钥匙，正准备装修新
居的贵阳市民张小姐，提到装修报价这
事时，头痛不已。一次偶然的机会，她
从朋友处得知贵阳现在有专门的家装
行业“砍价师”可以帮助业主砍价，张小
姐于是联系上了一位“砍价师”。果不
其然，在他的帮助下，还真在装修公司
给出的底价上，又砍掉了2500元，在按
照事先约定支付了20%的劳务费后，张
小姐还省下了2000元。现在在贵阳，类
似这样专门帮人“杀价”的职业砍价师
还真不少，有一些甚至还成立了专业的
砍价网站和团队。目前在北京、广州等
地，网络团购砍价师已非常普遍，大部
分的建材、家具、家电团购网站都有自
己专门的职业砍价师，这些人都是在行
业中摸爬滚打多年有经验的老手，对于
商品的信息非常了解，所以才能胜任职
业砍价师一职。 焦海洋 文/图

据报道，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司
长严冯敏在国家质检总局打击侵犯
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
行动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说，有的地方
尤其在基层存在地方保护问题，片面
追求GDP成为质量违法行为的保护
伞。伪劣产品在许多地方的市场上
泛滥成灾，早已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
传说。究其原委，当然与我们正处在
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依然不很规
范这一国情分不开。不过，只要稍作
调查分析，便可知，这一乱象出现的
深层次根由与一些公仆的作为紧密
相连。大量伪劣商品流向市场，推高
了其产地的GDP，给当地当家公仆脸
上添彩，且顺便给地方金库带来了一
笔不菲的利税收入。冲着这一好处，
有些公仆尽管在口头上也高喊打假，
行动上却仅仅做做样子，更多时候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想招惹它，
更不想剿灭它。 吴之如 文/图

职业砍价师

一些地方保护伪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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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87亿多元建设的甘肃省天水至定西段高速公
路，通车约半年竟出现坑槽、裂缝、沉降等重大病害，部分
路段不得不铲除重铺。这条高速公路，被当地居民称为

“豆腐渣工程”。
本该光滑平整、直通无碍，却大坑连小坑，满目疮痍，

形如“搓板”，这条被称为畅通甘肃东大门的“发展之路，
希望之路”，在当地居民心中，显然已经变成了发愁之路、
失望之路，实在令人痛心和悲愤。

天定高速公路项目办常务副主任张志勇说，修路时
所用材料，就单项而言都合格，但因为大都处于质量标准
的“低限”，累积起来可能就会引起一些问题。既然单项
合格，为何累积起来出问题？又为何处于质量标准的“低
限”？所谓的低限，也许就是不合格的委婉表达。即便合
格，但处于质量低限，既拷问施工方的职业道德，也拷问
监管部门的监管水平。

张志勇称，沉降问题与地质构成有关，“一些路段基
础偏软，修路时一次性完全处理好很难”。这就是咄咄怪
事了，地质构成是客观存在，工程如此重大，投资如此浩
大，怎能不详细调研、全力应对？如果未雨绸缪、科学施
工，何须等到沉降了才抱怨地质构成？

原本在整个施工过程中，监管部门都不应缺席，应该
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动态监管。如果监管有效，也不至
于出现通车半年就大修的怪事。还可以追问的是，对这
样一个问题公路，究竟是如何验收通过的？豆腐渣工程
的背后，豆腐渣监管隐约可见。

道路破损可以修，形象损失难补救。“搓板路”的背
后，从施工到监理，从技术到管理，到底有多少失明、失
察、失守，还期待有关部门能彻查。 秦 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