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31个省份均已正式出台高考新政。其
中，各地加分大瘦身最引人关注。此轮大规模调
整主要集中在体育、奥赛等缩减项目及降低分
值。多地奥赛获奖者被剔出保送行列，甚至加分
名单。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13个省份加分项
目中提及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北京、浙江、四川
三省市甚至奖励加20分。（5月25日《法制晚报》）

高考作为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有一
定的“风向标”作用。不管是体育、奥赛等缩减项
目及降低分值，将奥赛获奖者剔出保送行列的

“减法”，还是在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方面的“加
法”，实际上都是在向社会昭示——高考在变，向
着社会诉求在变。一直以来，我们的教育倡导

“品学兼优”，但是在过独木桥时又过于注重学，
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品，又加之社会出现“道德滑
坡”现象，现在用加分的方式强调品，是良性改
革，“良心”改革。

虽然制定加分政策初衷是好的，而执行中要
保证不跑偏何其难也。就拿体育、奥赛加分来说
吧，良好初衷被金钱与权力蚕食殆尽。据中青报
报道，一些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制定了名目
繁多的加分项目，重庆近5个考生中曾经就有1

人获加分，湖南高考武术加分已经形成了产业
链，交几万元参加时间不等的训练后，获得加分
十拿九稳，在辽宁有的考生以“篮球类二级运动
员”加分，实际却没怎么摸过篮球……

一个个荒唐的案例说明，如果加分制度设计
不严密，对权力的制约监督不扎实，运作过程不
透明、不公开，任何一项加分政策都会被严重异
化，沦为某些权钱交易的腐败通道，从而与初衷
背道而驰，损害其他考生的正当权益乃至整个社
会的公平正义。

高考改革，公平方向不可悖。暂且不论用高
考加分的方式能在多大程度上唤醒道德，鉴于此
前教训，高考“品德加分”首先需要加点谨慎。其
一，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及时关注高考加分政策
的新动向，对“品德加分”听取公众意见，并组织
专家论证科学性、可行性，对各地加分的标准、占
考生的比例再审查；其二，要加强对加分工作信
息公开的力度。近年来，随着各类高考加分中存
在的一些不规范现象频频被曝光，公众对更阳
光、更透明的高考加分公示公开的呼声也越来越
强烈，尽管教育部将“信息公开公示”列入《2010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进行强制公
示，但实际效果仍不理想，需要在公示平台、监督
渠道、时间期限等方面下更多功夫。 李光金

据湖南省纪委网站消息，邵阳市双清
区法院副院长刘夏向市纪委举报，反映双
清区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晖公车
私用和刘夏被刘晖打伤问题。日前，经中
共邵阳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相关责
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5月23日人民网）

湖南邵阳一法院干部被举报公车私
用后打伤同事。看到这则消息，不免让
人们窦生疑问：今天，领导干部究竟该如
何面对监督？

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预防腐
败的有效措施，也是中央关于改进作风
的重要内容之一。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
的腐败。国家工作人员，私驾私用公车，
本已违反作风建设的有关规定，属于顶

风违纪行为，面对监督，不仅不从自身找
问题，不主动承认错误，反而伤害举报
人，这就是典型的“罪加一等”。

因为领导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所
以，领导干部如果有缺点，就不应怕别人
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领导干
部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领导干部
就应改正。公车私用显然不对，不要说
来自单位内部的监督，就是普通群众的
监督，领导干部也应深刻对照检查，主动
检讨错误，深挖思想根源，而不是打击报
复举报人。

现在，一些党员干部面对外部监督
也许还能勉强接受，但如果发现是“内
鬼”，往往耿耿于怀，“你今天不仁休怪我
明天不义”，“你有初一我有十五”，伺机
报复打这样“小报告”的人。其实，一般

情况下，举报人不仅人品没问题，而且思
想也没问题，犹如“啄木鸟”一样会给干
部消除身体和思想上的“病虫害”，尽管
可能容易当面让人难堪，但最终是在帮
干部找出缺点和错误。这样的人越来越
多，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干部犯错误的机
会就越来越少，党的队伍就越来越纯洁，
越来越先进。

面对内部监督，更应心存感激。一
般而言，内部监督可能要比外部监督更
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但难度要比外部监
督大得多。外部监督往往是出现问题
了才察觉、才报告，许多情况木已成舟，
生米煮成了熟饭，只能采取补救措施，
减少损失，做一些亡羊补牢的工作，避
免发生类似错误。而内部监督却往往
可以未雨绸缪，发现问题苗头及时纠

正，防止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很多情况
下，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如果内部监督
搞得好，同事之间及时提提醒、拉拉袖，
避免发生更严重的错误，这种监督其实
是同志之间一种难得的关爱，不是与谁

“过不去”，也不是与谁“对着干”。即使
当事人心存侥幸，如被及时发现并制
止，同样能够防止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
越远。这种监督犹如一服良药，医治了
初期的病痛。

治“未病”要远胜于治“大病”。主
动接受监督，能够及时发现苗头，消除
隐患，既有效保护了党员干部，又切实
维护了群众利益。这样治“未病”不仅
省钱省事，而且还减少了痛苦，要比大
病时“对症下药”好得多，就更别说久治
不愈了。 申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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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究竟该如何面对监督？
5 月 22 日 10 时，云南省公务

员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参考
一税务员岗位的 22 人零分属缺
考，具体原因正在调查。

记者会上，有人提出了一个
问题：考了125.5分的考生会不会
直接进入面试、体检环节？对此，
对于涉事岗位唯一获得成绩的那
位考生，是否能直接进入面试？
对此，有人觉得，从一般情况看，
为了考试公正起见，公务员招录
考试对缴费人数与招考计划人数
有一定的比例规定，原则上两者
之间的比例不得小于3∶1。但云
南公务员局考试招录处处长保新
涛称“现在还不好说”。

对于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保
新涛为什么说不清楚？因为现在
关于公务员招录的整个程序并没
有一个规范的法律法规，处理问
题的主要依据就是当初单位经过
上级人社部门审核并公布的招录
简章。就是说，如果招录简章上
只规定了报名人数必须是 3∶1，
而不是参加考试人数必须大于
3∶1，这位考生还是可以进入面
试的；当然，在面试和以后的考察
中也仍然可以删掉，这其实是一
个说不清楚的问题。由此观之，
我国的公务员招录工作，急需一
部规范操作程序的法律，起码应
该通过行政规章的形式出台一部
操作细则。

现在，公务员招录所存在的
问题，已经贯穿于整个招录的全
过程。第一，关于公务员报考的
条件，法律虽然规定了“报考公务
员，除应当具备本法第十一条规
定的条件”，但是，现在的具体招
录条件却是由用人单位制定，然
后经人社部门审核的，这就给用
人单位“量身定做”、“萝卜招聘”
提供了条件，谁有权决定报考条
件，谁来审查监督招录条件，就是
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第二，在
笔试和面试上，笔试由谁组织、出
题、评分，面试评委如何选择，如
何保证公开透明，也是一个严重
的问题。第三，体检作弊的案例
也已经证明，体检只定点一家医
院会让舞弊变得很容易，而体检
和复检由同一所医院同一拨人进
行，会导致问题被掩盖，这些漏洞
都应该得到堵塞，等等。

到目前为止，虽然2007年出台
了《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但内
容过于原则，而且缺乏操作细则，
不能回答目前已经发现的各种问
题。因此，迫切需要出台一部关于
公务员招录的操作程序的细则。
招录公务员已经进行了这么多年，
应该根据操作的流程，做出一个具
体的法律规定，成为各地各级招录
工作的“指南”。具体招录时制定
的简章只能根据法律法规制定，而
不是由领导决定。 殷国安

高校“毁人”专业需年检

毕业季临近，新一届大学毕业生纷纷踏上求职路。然而，毕业
生们正遭遇着“拿文凭易、找工作难”的现实尴尬。“不要报法语，就
业已经饱和。”“别报新闻，那完全是个坑！”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
不少网友在微博上吐槽高校的“毁人”专业。（5月24日新华社）

在招聘与就业领域，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大学
生“怀才不遇”，只能感叹读书无用，毕业即失业，拿文凭容易、找
工作太难；另一方面，是企业“求贤若渴”，又不得不感叹：学生素
质一年不如一年。而其中，一些专业因为“毁人”不倦常被提及，
如几乎每所学校都有设置的英语、计算机等专业。就我个人而
言，大四时导师的一句话仍记忆犹新，“我们计算机专业学的都
是几十年前的知识。”大学所学知识与市场不能有效对接，其实
是很多专业的“通病”。

这一切的根源，说穿了，仍是一个问题，即大学的盲目扩招、
盲目设置专业，而在这背后，并不具备与之匹配的科研能力、师
资力量。很多情况下，一些专业的设置，不是学校要主打这个专
业，而是这个专业很热门，大家都设置所以自己也跟着设置，这
样的做法，是很不妥当的。

正如网友调侃所言，中国高校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对自己
产品负责的地方。这样说，或许有些过分，但话糙理不糙。高校
对于自己的产品——学生，应该保持负责任的态度。扩大高校
办学自主权、合理设置专业、切实提高办学质量，才是缓解大学
生就业难的有效途径。

眼下，在高校设置专业已经把关审核的境况下，我们可以借鉴
汽车的年检制度，呼吁对高校专业设置进行独立的第三方“年检”，
对每一所学校的每一个专业进行综合测评，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来
把关。毕竟，只有学校的专业设置不再“坑人”了，大学生毕业时的
素质才不会“坑爹”，也才能遏制“毁人”专业的诞生。 龙敏飞

比山寨建筑
更可怕的是山寨思维

一座山寨版的埃及狮身人面像近日亮相河北石家庄，引起
埃及文物部门的关注。埃及文物部门主席阿里表示，无论出于
什么目的建造复制品，都侵犯了文物所在国主权，埃及方面已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投诉。石家庄“狮身人面像”所属文化创
意园区工作人员则表示，雕像是方便以后拍影视剧，并非恶意山
寨埃及建筑。(5月25日新华网)

有图有真相，按照1∶1比例仿造的埃及狮身人面像已经矗
立在那里，闲看日出日落，细品云卷云舒。操办其事的企业即便
再强调没有主观上的恶意，或者干脆就有一种弘扬古埃及文化
的美意，希望搭建两大古老文明的沟通桥梁云云，一样无济于
事。现实的办法并不是百般辩解，而是最直接、最核心的问题:
赔偿还是拆除？

毕竟，与国内诸多诸如历史人物的归属、名胜古迹的仿制等
不同的是，埃及狮身人面像并不存在任何归属权的争议。而且，
就像埃及文物部门指出的那样，中国也是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缔约国，不仅有责任、有
义务履行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定，也有维护公约不被破坏的权
利。也因此，相信这一事件会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

不过，撇开这一桩纷纷扰扰的山寨建筑事件，我们似乎更应
该看到山寨现象背后的山寨思维。换言之，若想去除国内很多地
方肆无忌惮的山寨建筑，必先根除百无禁忌的山寨思维。

政府办公楼高仿白宫，大学校园建筑模仿哥特式建筑，还有
山寨天安门，一个有名的村子居然把全世界的著名标志性建筑
悉数仿制，还说这是在开阔视野，村民不出村即可遍览世界风物
……类似的做法，这些年来层出不穷，且每每被视为见惯不怪的
寻常事，很少有人检讨这其中是不是存在侵权事宜。说来，这也
算是当下中国城建过程中的奇闻怪事。

客观而言，“拿来”一些有名的建筑，或者说，在建筑设计中
揉入一些别家的因子，并非完全是坏事，一方面可以取长补短，
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也确实有新奇、好玩的特殊效果。然而，这
样的做法必须建立在建筑权属方许可、有益己方建筑文化提升
的前提之上，不然，即是赤裸裸的抄袭，并不可取。

这样做的危害还在于:其一，一味照搬照抄别家的建筑，必然
会断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特质，使得国内的建筑成为拙劣的异
国风情复制品，不仅不可能引来真正的异国风情，也会将自身的
文化传统丧失殆尽。建筑并不是孤立于环境的单一物体，而应该
与周边环境和谐共存，过于生硬地介入，往往会破坏环境的整体
性，也不可能产生新的文化。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其二，基于利益之上的仿制，更是一种危险的游戏。不仅时
时会面临被仿制者的权利诉求，也不可能真正带来可持续的利
益。这一点，从一些地方的世界建筑微缩景观遇冷，即可见一
斑。随着国人的视野逐渐开阔，假东西的市场注定会越来越逼
仄。民众不会对那些拙劣的仿制品买账，也会从心底一点点滋
生抵制类似侵权行为的种子。

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国的城市为什么会出现千城一面的乏味景
观？根源即在于山寨思维的盛行以及由此导致的山寨建筑遍地。

说到底，山寨成瘾的中国建筑，实际上折射的是中国地方官
员、建筑师想象力的贫乏乃至枯竭。凡事只想走捷径，并不愿意
搞一些真正的文化创意，还以为这样的东西会吸引人。在一些
地方，甚至还将其作为有关各方大力推举的做法，这样的山寨心
理早就应该矫正了。若听任山寨建筑盛行，不仅传统的建筑文
化会消失，也不可能真正建设起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城市
和建筑。 胡印斌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虽有成效还需坚持

据《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机
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司日
前透露，2013 年中央国家机关节
能工作取得成效，人均用水量、用
电量、公务用车用油量同比分别
下降 4.14％、4.01％、6.86％，单位
建筑面积用电量同比下降2.85％。

十八大以来，各地各部门坚
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严格执行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
例》，落实各项节约措施，坚决杜
绝公款浪费现象。除了大力削减

“三公”经费外，不少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等公共机构还带头节约能
源资源。与此同时，各地各部门
还出台政策积极引导企业和居民
节约能源资源。

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利用刻不
容缓。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我们付出了很高的资源环境代
价，加之中国资源禀赋先天不足，
在人均资源水平不高的同时，粗
放的发展方式又导致资源利用
效率低。在城市建设中贪大求
洋，在消费上盲目攀比，在餐桌
上大吃大喝，各种奢侈浪费现象
严重。我们可以预见的是，随着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
速发展，能源资源需求还将保持
刚性增长，这种奢侈浪费的状况
如不及时遏止，将会加剧资源环
境矛盾。

“节约，穷人的财富，富人的
智慧”。如今，资源节能集约利用
成为人们厉行节俭的重要内容，
节约集约利用资源的时代新风正
在吹遍神州大地。这其中，有国
家力量的推动，也有个体力量的
响应。

为推进能源资源节约利用，

国家大力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
业结构，国务院还出台了化解产
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遏
制“两高”行业盲目新增产能。为
落实八项规定、完成“十二五”规
划提出的节能目标，从国务院到
各部门各地方，都在不断强化监
督、考核，政策引导显现效果。同
时，各地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
积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
式，绿色生活理念渐入人心，节能
减排不断向前推进。

“光盘行动”成为热词、餐饮
消费倡导理性、节约观念深入人
心……社会公众响应号召，积极
参与各种节约行动。为减少“舌
尖上的浪费”做出自己的努力，有
坚持饭后在微博上晒“光盘”照的
举动，希望能在坚守中引起更多
人关注，让更多人养成爱惜粮
食、节约粮食的好习惯；有为了
倡导学生勤俭节约，大学餐厅保
洁员捡食学生剩饭的行为；有餐
饮企业推行科学文明消费模式，
推出半份菜、小份菜，为消费者
营造拒绝浪费、理性点餐氛围的
举措。此外，在一些地方，节俭
新风还有所延伸，被赋予了更有
价值的内涵，比如提倡喜事新
办、丧事简办，倡节约反浪费，将
节约下来的资金用在爱心慈善
援助上的新村规。

有句谚语说得好：“劳动是幸
福的左手，节约是幸福的右手。”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正在成为全社会
共识，成为更多人的生活习惯，并
继续改变着人们的消费观念和生
活方式。每个人可以做的还有很
多，只要坚持下去，我们双手中的
幸福生活还会远吗？ 宋 华

“辣味批评”方能“排毒治病”
“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

精”。清代著名书画家和文学家郑板桥的
这副对联，上联虽是赞扬，但没“赞”到点子
上，就像“隔靴搔痒”一样没用；下联虽然语
言尖锐如“骂”，可是“骂”得鞭辟入里，深中
要害。那么，套用他这首诗意，在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开展批评必须要“真
批评”，只有“真刀真枪”地进行“辣味批
评”，才能“排毒治病”。

可看到一些报道披露，有些地方批评
与自我批评发生了质的变化。有的民主生
活会缺乏火力，批评没有“辣味”，“怕”字当
头，谨言慎语，流于形式：“批评上级怕穿小
鞋，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下级怕丢选
票，自我批评怕丢面子”；有的批评变成吹
捧，奉行“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好人主义”，
批评自己“放高炮”，批评领导“放彩炮”，批
评同级“放哑炮”；有的批评拐弯抹角，遮遮
掩掩，好像“打太极”、“推八卦”；有的批评
避重就轻，隔靴搔痒，轻描淡写，模棱两可，
不触及灵魂；还有的明贬实褒，变成相互评
功摆好的“集体按摩会”，比如“批评”领导

“有时对同志要求太严”、“干工作不注意身
体”、“忙工作不顾家”等等。另据《经济日

报》载，一些地方在批评环节上走过场、搭
花架。自我批评轻描淡写，查摆问题避重
就轻，甚至变成了自我表扬；相互批评又顾
虑重重，怕得罪人，怕有损团结，说起话来
云山雾罩，批评起来蜻蜓点水……这种不
良风气，致使批评变了味，不但丧失了党内批
评的应有功能，也丢弃了传统，败坏了党风。

看来，要想“排毒治病”，必须开展“辣
味批评”，敢于“刺刀见红”。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传家宝，是我党与其他
政党的根本区别，也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的关键。因此，要以整风精
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动真格有“辣味”，
充分发挥刮骨疗毒的“刀锋”作用，敢于针
针见血，刀刀见红。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敢
于向自己开炮，勇于拿自己动刀，这样挖掘
才见根子，碰撞才有火花，交锋才分正误，
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
提高。

众所周知，辣椒不仅能调味，还具有药
性作用。我党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恰似生
活中的辣椒，不仅能调剂治理国家这道大
菜，更能治愈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中的疾
病。因此，要大力营造有辣味的民主氛围，

批评要掏心见胆，深刻尖锐，句句撞击人
心，触及思想灵魂。每个领导干部都要以
普通党员身份切实把自己摆进去，广泛听
取意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
排查、大整顿、大扫除，彻底亮明思想，真正
戳到痛处，找准问题，着力整改，通过“红脸
出汗”达到“排毒治病”之目的。

要想“排毒治病”，“辣味批评”要出于
公心。首先批评者要丢掉“怕”字，坚持实
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公正地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做到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
子，据理分析，以理服人；坚持“团结—批评
—团结”的原则，通过善意的批评帮助同志
改正缺点、纠正错误；坚持平等的原则，不
论党龄长短或职务高低都要接受批评。其
次被批评者要胸怀“诚”字，善于接受批
评。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被批评
者要虚心接受批评，闻过则喜，闻过则改，
听得进逆耳之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应具有这样的宽广胸怀。再次是自我批评
者要破除“满”字，讲真理不讲面子，发现缺
点、失误，及时痛改前非，吃堑长智。

要想“排毒治病”，“辣味批评”还要与
人为善。“辣味批评”要讲究批评艺术，不是

胡说乱批一通了事，而是要“真批评”，让
被批评的人心悦诚服。同时要乐于接受批
评，不能讳疾忌医。孔老夫子说：“虎兕出
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我们在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要检查工作中有
无尽到责任，有无玩忽职守，要克服各种杂
念，不能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
所累，为利益所惑，摆正个人得失与党和人
民整体事业的关系，把自己不良思想、不良
行为、不当作风挖出来，真正让自己汗颜脸
红，彻底清除自身的存在问题，始终保持肌
体健康，使“四风”积弊无处藏身。

陈毅元帅曾说过：“难得是诤友，当面
敢批评。”只要我们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
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把“辣味批评”搞得愈
浓烈愈好，且要成为常态化，就会取得成
效。事实证明，唯有开展“辣味批评”，才能
真正触及思想和灵魂，“红红脸、出出汗、排
排毒”，就会营造风清气正的民主氛围，使

“批评”、“团结”之花绽放得更加艳丽，达到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
求，确保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
实实在在的效果。

焦豫安

高考“品德加分”执行需加点谨慎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到第二批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出席指
导专题民主生活会。常委们强
调，不能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
上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

党中央提出的纠“四风”，
首条就是反对“形式主义”，当
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基于历
史与现实的无数经验教训做出
的判断和决策。只要是稍微尊
重事实的人，都明白“形式主义
害死人”绝不是一句玩笑话。

反对形式主义，根本目的是
要倡导并践行实事求是的科学
精神。离开了这一精神，凡事想
当然地大摆虚幻的花架子，只图
表面上的热热闹闹，而不去思考
如何办实事，实际上却无甚实
效，仅仅是徒耗精力，甚至劳民
伤财。这样的蠢事，确实于百姓
无益，于现代化建设事业无益。

公仆们如何落实中央精神
转变作风，百姓们都看在眼里，
自会做出客观评判。假如各级
干部都能照中央要求行事，官
民关系自会趋于缓和乃至密
切，社会也会和谐得多。

吴之如 文/画

形式主义害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