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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征服了教授
“搞不定招办”？

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锐评

堵车连续九天
公共管理难堪

中国是世界上收费公路最多的地区。这种收费模式让相关部门得益，却降低了
各地之间交流的效率，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个模式不破除，即便多建高速公路
也满足不了“需求”，反而可能给一些利益部门提高收入提供了捷径。却不知，相关部
门眼见着大堵车，却不积极帮忙“擦屁股”，也是地方利益作祟？ ——《京华时报》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经济的最终目
的。卢展工书记在郑州进行城乡调研时，强调

“进一步强化以人为本和执政为民的理念”，目
的正在于此：发展经济一定要与改善民生统筹
起来，执政行政应该“始终做到为了人民、依靠
人民、服务人民”。

“为了人民”不是一句空话。柴米油盐酱
醋茶、衣食住行教医保，民生的方方面面，均需
细致入微的感知与体察，才能感同身受。要做
到“发展为了人民”，职能部门工作人员须学会
换位思考、换位感受：如果没能设身处地、感同
身受地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看待问题、理解问
题、解决问题，那么，各项政策、决策、决定的制
定、出台与实施，也就不会真正地“接地气”，赢
来老百姓的赞同与认可。

卢展工郑州城乡调研亲坐公交车，感知郑
州公共交通现状的做法，就是换位思考、换位

感受的最好体现。有了这种面对面的感知和
体察民生，“进一步强化以人为本和执政为民
的理念”，自能深入人心。卢展工强调执政行
政要“为了人民”，语重心长地说给郑州各级职
能部门工作人员听，意义正在于此。

“依靠人民”需要延伸拓展。正如我们看
到的那样，近年来，郑州市民生工作的方方面
面，都努力尝试集纳民众的集体智慧与力
量：郑州市委、市政府网络发言人“ZZIC”与
网友的互动交流，畅通郑州系列举措的征求
民意，还有各种事关民生的资源产品价格听
证会的举行，都是在问计于民、求智于民的
初衷下进行的。

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唯有与民众
的积极性形成互动和对接，才能使各项政策、
决策、决定的效用最大化地彰显。同时，唯有
最大程度地激发和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各项政策、决策、决定才能逐渐内
化为民众常态遵守的规则与习惯。从目前的
情况看，郑州下一步执政行政过程中，如何进
一步拓展、加深“依靠人民”的层面与深度，是
卢展工书记留给我们的思考。

“服务人民”需要切实行动。民生问题无
小事，职能部门的公共服务也应该做到事无巨
细。因此，在执政行政的过程中，既要关心民
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也要关心民众的实
际利益和具体利益。具体到行动，既要“保质
保量”地让国家、省、市的系列举措及时惠及民
众，又要“雪中送炭”地解决民众最紧迫的诉
求，集中精力为民众办好一两件“看得见、摸得
着”的大事。

畅通工程、积水点改造问题，是郑州民众
目前普遍关心的事。连日来，郑州畅通工程的
初见成效、62个积水点领导负责制的公开，都
是市委、市政府践行“服务人民”意识的真实写
照。卢展工书记重点提及“要牢固树立有服务
才有地位的意识”，目的不言自明：“进一步提
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切实解决好关系群
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
惠”，需要将前期的好思路、好做法制度化、规
范化，形成传统，长此以往地坚持下去——如
此一来，重点民生问题自会逐步得到解决，“服
务人民”的质量自会“水涨船高”，以人为本和
执政为民的理念定会被严格贯彻。

解读卢展工郑州城乡调研“五个进一步”系列评论之四

进一步强化
以人为本和执政为民理念

□晚报评论员 李记

马上评论马上评论

热点热点
话题话题

8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一个“天才”。但因高考成绩6分之差，省
招办拒绝投档。陕西省西安市高新一中的高三应届生孙见坤征服了教授的心，也摸到
了大学的门，却“搞不定”招办的章。（8月24日《中国青年报》）

话题：中国在读博士10
年增19万，1个导师最多带
47个博士

网友发言
管老师叫老板，管老板叫老师，我们

现在都习惯了。
网易网友

如今高校和很多单位，找工作、发工
资、申请项目、晋级等，都很看重学历，而
不是看能力，这就是如今很多人读完硕
士再读博士的原因吧。 新浪网友

国内本科和硕士教育是不错的，因
为本科和硕士并没有很高的科研任务。
但是到了博士阶段，彻底变味。这也是
为什么国内本科硕士学生在国外高校吃
香，而博士生在国外高校却很难获得承认
的原因。 搜狐网友

话题：浙江4名镇干部
因私分捐款获刑后称遭刑
讯逼供

网友发言
对此事必须彻查，不能放过一个坏

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捐款私吞的事
件民愤极大，罪不可赦，必须严惩。

天津网友
“4 名 镇 干 部 皆 被 判 10 年 以 上 重

刑”——如果私分捐款属实，“被判10年以
上”就不算重，太伤广大善良人们的心
了。 福建网友

“那天钱太多了，吓死人。”捐款不登
记，钱没数目；然后有人浑水摸鱼，私分捐
款。捐款人的感情遭到极大亵渎——亟
须完善慈善制度才行。 浙江网友

张兮兮张兮兮 图图

在这则新闻里，制度的刚性和人才录取
形成了矛盾。我们且看看牛津大学如何处理
这样的矛盾：前几年，在苏格兰北部一个教育
不发达的边区，有一位女学生中学毕业的考试
成绩达到了申请牛津大学的标准，面试之后却
遭淘汰。当地政府官员、教育大臣乃至当时的
首相布莱尔都认为这位学生是人才，于是，包
括首相在内的各级官员都试图说服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仍然拒绝录取。理由只有一个——
任何人无权更改学院教授的面试结论。

同样的道理，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孙见坤
的考试成绩，包括爱才心切的8位教授。如
果孙见坤真的是人才，笔者相信，目前入读
山西大学并不会埋没他，对他而言，这个经
历未必不是一种磨炼。孙见坤是不是人才，
不是看他的国学底子有多厚——国学底子

厚，只能说明他具备成为人才的可能性，但
他最终会成为人才，还是“泯然众人矣”，需
要时间来证明，需要不捧杀的土壤作为培养
和激励，对此，我们且拭目以待。

欧木华

消息甫出，争议迭起，不少网友把愤怒
的矛头指向了陕西省招办。尽管不少网友
痛斥乃至唾弃陕西省招办，但在笔者看来，
陕西省招办颇有几分无辜。正如陕西省招
办方面表示的那样，“博雅杯”（复旦大学为
自主招生而举办的人文知识大奖赛）的章程
上并未写明可以“破格录取”，所以“今年一
个破格的都不能有”。

如此看来，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将恶毒言
辞释放给陕西省招办，未必不是一种偏见。
毕竟，在现实语境中，一旦撕开制度口子，就
有可能遗患无穷。无数事实一再告诉我们，
特例一开，很可能会跟进者众。

那么，像孙见坤这样的天才是不是就该
被埋没？应该说，这种民意纠结实际上是一

个非常现实的命题。那么，是不是此题无
解？也不是。在笔者看来，改变这种纠结的
现状，需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改革招生制
度，陕西省招办不是按制度办事吗？那么，
相关制度是不是应该改革一番？二是强化
公共监督，这种监督是多重监督、全程监督、
动态监督，既要监督所谓的怪才偏才天才是
否有真才实学，也要监督推荐怪才偏才天才
的中学是否涉嫌作假，更要监督意欲录取怪
才偏才天才的高校是否公正公平。

在笔者看来，面对汹涌的民意纠结，唯
有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充分赋予公众知情、
参与、表达和监督等权利，孙见坤才不会被
埋没，各方面才会皆大欢喜。

王石川

纠结的“征服了教授，搞不定招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