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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全国两会，点击关键词热点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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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这
是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
即使只是一项政令，一旦公
布，国民也都有维护它严肃
性的义务。可眼下就出现了

难题，政府颁布了九个月的一项“限塑令”在执
行过程中大打折扣，甚至很有点执行不下去的
味儿（今日A04版）。

我们知道，国务院颁布这项“限塑令”，完全
是根据我们的国情制定。在“限塑令”颁布之前，
由于人们大量使用超薄塑料袋，导致无论马路旁
的电线上还是树枝上，都可看到“高高飘扬”的塑
料袋，而一阵大风刮来，不少塑料袋更是在空中乱

舞，成了一道令国人极为尴尬的“风景线”。更为
严重的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由于这些塑料袋材料
的特殊性，即使埋在土中200年也难以完全降解，
并且对土壤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正由于塑料袋对环保危害如此之大，政府
才下决心从根本上治理这种“白色污染”。然
而，我们从今日本报相关报道中看到，“限塑
令”颁布九个月来，执行情况并不乐观，政府的

“限塑令”不仅在有些人那里成了儿戏，就是在
一些执法者看来，要执行的这项政策似乎也是
勉为其难。这可能正是“限塑令”遭遇尴尬的
重要原因。不过，这样一来，这项政令岂不要
变成一纸空文？

当然，当这项“限塑令”条文初颁布时，不少
人就已经意识到，它可能尚存在不完善之处，比如
仅是规定有偿使用，比如限塑后用什么作为替代
品，这些都给执行留下了一定的“后患”。

但无论如何，政令就是政令，绝非儿戏。
我们只能在执行政令中完善政令，没有理由不
去执行政令。因此，不论是大商场还是小商
贩，都应自觉维护政令的通行，不应再使用超
薄塑料袋；不论是执法者还是普通市民，更要
维护政令的严肃性——特别是执法者，更有责
任保证政令的畅行无阻。否则，像现在这样无
视政令，得过且过，任白色污染卷土重来，那么
总有一天会让我们后悔莫及的。

☞关键词之二 禁酒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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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飘飘的限塑令尴尬了谁？
□首席评论员 闵良臣

话题：公立医院90%资金来自患者
[网友发言]

我在医院上过班，是收费员，才知道医院
有规定，如果医生给患者开便宜且疗效好的
药，医生不但没有奖金还要被罚款。因为病
人好得太快，医院就没钱赚。在这种制度下，
患者就是待宰羔羊！ 江西上饶网友

家里没有从医的可能体会不到，医生真是
太苦太难了，年轻医生两三天一个夜班，下了班
也不能马上回家休息。收入高的是那些专家，
一般医生收入不高且累。 河北唐山网友

话题：政协委员建议国企高管
年薪上限100万元

[网友发言]
我们处在世界经济的大循环圈内，对国

企高管薪酬水平不应完全拿国内标准衡量，
那样不利于吸纳国际顶尖级人才，不利于国
企发展壮大。古燕国尚能高薪聘乐毅为大将
富国强兵，今人不应愧对先人。 河北网友

国企高管、中层，垄断行业包括职工在内
都应该限薪，他们的收入和普通老百姓的收
入差距已经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北京网友

国企高管只是一个企业的管理人员，同级
别的干部都没有这么高的收入。合理的做法应
该是职工收入的10倍就可以了，各行业不同，
应有所区别也行。 湖北武汉网友

国企利用的是国有资源，国家的平台，又
基本处于垄断或半垄断状态；老总的位置不
是凭自己创业所获，而是靠国家安排所得；所
以100万都太高了，30万~50万就不少了。

北京网友

话题：移动电话新开服务项目
必须单向收费

[网友发言]
号码资源是国家的，建议可以带号转网，

这样也符合市场机制。谁的服务好、资费低，
就选谁。有时候想换个运营商，可号码也得
换，只好作罢。实行带号转网，运营商有一种
危机感 ，必须用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降低
资费来吸引客户，这样就能让惠于民。

湖南常德网友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弘昌集团董事长陈世
强联合27名政协委员联名向大会提交提案，建
议在全国推行“禁酒令”，并称每年至少可以节
省1000亿元的行政性招待支出。

（3月10日《信息时报》）

来自教育领域的代表、委员等给出的高校
欠债理由是很牵强的，将高校债务一揽子甩给
政府的想法是非常不切实际的。

是的，“高等院校出现欠债，不是当校长的
贪污了、浪费了，我们经得起审计”，这些在单
纯的审计层面都成立，可是，站在整个的高校
发展层面看，真就毫无问题吗？试问，这些大
学为什么会形成巨额债务？有多少债务是合
理的？即有多少投入是必须的，而有多少是暂
时没有必要的，甚至非法的。比如，个别高校

盲目扩张，占地动辄上千亩，高校真需要这么
大的地盘？世界著名大学哈佛占地面积才
2300亩，普林斯顿大学占地面积仅为1820亩，
谁能说他们不是名牌大学？

因此，如果不对高校那些没必要的甚至非
法的投入和债务进行清楚的认知和分析，光看
表面上是否存在贪污、挪用，那显然是无法触
及问题根本的，更无法检讨大学的政绩工程、
形象工程，以及在这些思想主导之下对大学办
学资源的粗暴占据。 包尔东

高校债务以及后勤社
会化带来的问题，已经连续
三年成为两会上的热点话
题，据悉，目前全国高校负
债达5000亿。巨额的债务
给高校发展带来诸多问题，
为此，呼吁政府替高校还债
之声鹊起。

（3月10日《广州日报》）

一名基层公务员的期待
毋庸讳言，中国是一个讲人情、讲面子的社

会，才会助长了浓烈的“酒文化”。许多场合之
下，“喝不喝酒”根本与个人喜好无关，完全是人
情与面子的问题。同时，官场层级文化也渗透
入“酒文化”，“喝不喝酒”更涉及重大。因而，如
笔者这类沾酒即倒的人，往往也迫于无奈举杯
应酬，说白了就是怕得罪了对方。

所谓的“公款吃喝”，很多时候都是一种负
担。扪心自问，对于那些并不熟悉的“客人”，有
多少人情愿去陪吃饭？毕竟，现在生活水平提
高了，谁也不缺那一口饭菜，人们更加注重健
康、休闲，更愿意自由支配时间。据笔者所了
解，对于多数基层公务员来说，公务接待完全是
一份苦差。

可以说，笔者作为一名基层公务员，非但完
全赞同目前的“禁酒令”，还希望公务接待全面

“禁酒”，不必再分什么中午晚上。更进一步，改
革现行的公务接待制度，真正彻底杜绝“公款吃
喝”，那才最好不过。 江德华

☞

高校债务是如何来的？

高校债务是否就该政府部门一揽子埋单
呢？这就有必要对高校债务额的来源进行厘
清，依据贷款的意图驱使，高校债务其实可分
为必要性负债和随意性负债两块。所谓必要
性负债，指的是高校在因投入不足、而为了适
应“扩招”、“教育产业化”等宏观决策下的不得
已贷款，这部分债务政府必须承当必要责任。
而随意性负债，则指的是高校违背教育规律、
盲目发展，甚至腐败浪费造成的欠理性贷款。

比如用巨额贷款修千万校门；办豪华校庆；甚
至用以炒股创收以至于血本无归，难道这部分
贷款也要政府“一肩挑”？

无论如何，把高校债务偿还一边倒地推卸
给政府，既是一种不负责的简单逻辑，更是一
种对责任和反省的“故意省略”——而从大学
校长口中表达出的价值立场，无疑比高校债务
本身更让人头痛。

王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