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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失补票应算铁路的进步
铁道部消息称，从5月10日起，实

名制火车票如丢失可交2元手续费后
挂失补办。铁道部表示，超过规定时
间提出、原车票已退票和已挂失补办
再次提出这三种情况下不可以办理挂
失补票。 （5月3日《新京报》）

火车票能挂失补办了，这的确算
一个令人惊喜的进步。按照从前的规
定，旅客丢了火车票，不仅无法挂失，
还无法再购买该乘车日期、该车次的
车票，只能购买其他乘车日期，其他车
次的车票。

后来为了应对不能购买当日车票
的困境，各地铁路部门纷纷采取变通
措施：丢失实名制车票的旅客可持身
份证件到火车站值班主任窗口“解
锁”，注销购票信息，然后花原价重新
购买火车票。这种变通办法不仅比较
麻烦，而且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挂失补
票，旅客得重新花钱买票。

现在大众费了很多口舌，铁道部
挨了很多的批评，车票终于能挂失补
办了，也算是种进步吧。但铁道部这
种不批评不改进的姿态，还是令人印
象深刻。而且此类做法，还有很多，典
型者如当初的网上订票，花了好多钱，
却难将事办好，总要惹人批评，总要给
大家添堵，总要制造这样那样的话题。

其实火车票挂失还可以更进步一
些，就像从前人们希望的那样，让身份
证直接成为火车票的载体，就像飞机
票那样，买了票，就可凭身份证办理登
机。火车票为何就不能如此操作呢？

也许铁道部又会说系统不太完
善，但应当承认，做这些事并不存在技
术上的问题，只要铁道部愿意做，肯定
能够做到，所缺乏的只是服务意识和
一点热情。 瞿方业

清华大学在读博士生王进文近日微博爆
料称，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徐景颜与自己
同为法学院在读博士生，但从未见过此人上
课。此微博一出，立即引发热议。截至 5 月 2
日下午 5 点左右，已有上千条转发评论。不
少网友就当下高校滥发文凭、官员学历注水
的现象表示质疑和不满。山东省国土资源厅
回应，厅长徐景颜确实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
博，是 2010 级在职的博士生，并非全日制。
厅长徐景颜每周末都会前去上课，网上关于
徐景颜从未上过课的说法系谣言。

（新闻见5月3日《京华时报》）
不论是普通人还是官员，我们这个社会的

“档案”中到底有多少假文凭，恐怕没人说得
清。有的是纯粹掏钱从制作假文凭的贩卖者
手中直接购买的；还有一种，就是在某所大学
某个专业挂个名，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各种办
法，最后弄到那一张盖了某高校大红印章的

“纸”，所以说，假文凭在当下不是什么稀奇事，
而官员学历注水现象也不时在媒体上曝光。

一个正厅级官员，虽然其渴望高学历之情
可悯乃至可敬，但依靠非常手段获得这种高知
识证书，实在不可取。一个官员的诚信度打了
折扣，这种官员还能好到哪里去？

只要多少读点书上过几天学的，没有人不
知道，即使读本科、读硕士，也不能说就是一件
多么轻巧的事，可见，一个真正的博士，更不是
那么容易“读”的了。如果读出一个博士就像
玩儿一样，那博士高贵的价值又如何体现呢？

俗话说“艺不压身”。知识也一样，越多越
好。但如果实事求是，一个官员，即使位高至

“厅级”，虽然需要一定的知识水平，但是未必
一定要“读博士”。从这一点说，有不少官员想
获得那顶“博士帽”，尤其是想获得那一纸博士
证书，恐怕更多的还是虚荣心在作怪，还是为
了自己的“高升”着想。

其实，正如清华大学博士生王进文在爆料
时提到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字，一个官员，不
论多高的职位，最根本一条，就是要先存一颗
为人民服务之心。如果没有为人民服务之心，
就算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博士，那些知识也未必
会用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当中。

可惜，我们现在有些官员往往搞颠倒了。
当然，社会中有这么多假文凭，中国一些

大学脱不了干系。特别是像清华大学这种国
内顶尖高校，居然也不爱惜自己的声誉，如此
草率地“培养”假博士。长此以往，就不怕砸了
自己的那块“金”字招牌吗？

好在这种情形不会维持太久。我国高校
管理逐步脱离行政化的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
程。我们相信，在由大学教授而不是行政官员
管理的大学中，不会“培养”这样的假博士，更
不会还像现在这样，给一些甚至不上一天课的
官员滥发文凭。我们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

截至 4月 29日，公开预算的中央部门数量
为91个。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央部门公
开预算虽然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但还有很大改
进空间。对于社会高度关注的“三公”经费，已
经公开预算的中央 91 个部门都没有单独列
出。“三公”经费究竟藏在哪里？按照预算分类
应当大都列在“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一款
中。 （5月3日《中国青年报》）

2011年5月初，国务院就曾召开常务会议
提出具体要求，部署安排公开“三公”经费，晒

“三公”由此从中央到省级政府各部门自上而
下得以启动和推进。今年4月18日，国务院又
召开常务会议做出进一步部署安排，要求中央
部门要公开行政经费支出及“三公”经费有关

情况，强调要细化“三公”经费的解释说明。
“三公”经费一直是备受公众关注的财政预

算公开项目，理应在公开财政预算时单独分列
予以公布。然而，在国务院的一再重视要求、部
署安排下，中央部门在公开今年财政预算中，却
仍然未能将“三公”经费单列公布，而是藏匿于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或其他项目经费中，
有分析认为甚至转移到下属事业单位过账。

各部门在公开“三公”经费上，为何依然如
此藏着掖着？这主要与其缺乏诚意有关。而
缺乏诚意又是由于一些部门“三公”经费支出
的确过多过滥，难以直面社会公众，因而公开

“三公”经费并非是一些部门的自觉行动、积极
举动，而是在社会公众的千呼万唤、国务院的

再三要求敦促下才得以艰难启动、逐步推进
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一些部门在公开“三公”
经费上普遍存在能拖则拖、能避则避，等待观
望的心态。

然而，社会文明进步需要诚信，政府信息
公开透明又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起着主导作
用，如实公开“三公”经费既是政府信息公开的
一项主要内容，又是政府诚信的一种具体体
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政府部门必须消除拖
延回避、等待观望的消极心理，以十足的勇气
和诚意，积极主动地将公开“三公”经费引向深
入、进行到底，以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监
督权，从而提高政府部门的公信力，由此对公
民诚信及社会诚信产生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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