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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上市公司中石油系统最大
的、最“古老”的油田公司——大庆油
田出台新招工政策：老职工的子女如
毕业于“二本”非石油专业或“三本”将
无法直接“接班”，而要通过考试。政
策一出，立刻引起老职工们的不满，从
4月8日起，持续半个月在大庆油田大
厦前抗议。（5月20日《新京报》）

对于老一辈大庆人而言，油田挥
洒了他们的青春，留下了他们的汗
水。所谓让子女接班，应是顺理成章
之事。更何况，在过去这些年，子女
接班在大庆内部，已成为制度安排，
成为大庆人普遍接受的“常识”。突
然实施招考选拔，自然会令年轻一代
焦虑不已。

但焦虑归焦虑，大庆招工改革却
必须向前。因为进入市场经济后，大
庆的盈利状况值得点赞，危机却也不
容小觑。2011 年，大庆盈利 700 亿；
2013年，却只有573亿。仅仅几年间
的工夫，盈利便大幅度缩水。这预示
着，愈来愈沉重的人事包袱，人浮于
事的问题，已经影响了大庆的发展。

因为“继承者”们，并不一定继承
了父辈的优秀工作品质与专业素
质。从新闻报道来看，学编导的大庆
子弟，都被父母要求考进大庆。可想
而知，过去的直接招聘，又吸收了多
少非专业人士。很难想象，伴随着老
一辈大庆人的退休，这些不符合大庆
需要的“继承者”们，会把大庆带向一
个怎样的明天。

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考试方
法，选拔合格的大庆子弟，便成了一
种次优选择。一则，通过考试，可以
淘汰掉不符合大庆运转需要的员工，

增进企业的竞争力。二则，报考人员限
定为大庆子弟，有利于弱化老一辈员工
对企业的敌视，增强改革的凝聚力。

但从新闻上看，大庆招工改革推
动者的良苦用心，甚至得不到内部人
的拥护。其实，以现实而论，在大庆
通行数十年的子女顶替制度，早已于
1986年被明令禁止。此番大庆废除
顶替制，已滞后 20 余年。而所谓面
向子弟招考，本质上仍是一种违规行
为。大庆早晚要推行更加彻底的改
革，而员工们也早晚要面对用人制度
市场化的考验。早一点告别依靠上
一代基业谋生，岂非早一点学会在市
场游泳的本能？

前车之鉴，可以为师。在大庆改
革用人制度之前，早有许多地市级国
企走过了这一步。当顶班接替，甚至
企业自身成为历史时，既无一技之
长，也无进取之心的“继承者”，其后
的日子往往是最惨的。

处于年轻态的“继承者”们，有着
自己的看法与见解。不分意愿，不分
长短的一并纳入大庆，既耽误了大庆
的工作，也妨碍了青年自身的成才。
在市场经济时代，选择一种工作，应
该有相对高的自由度，一味依赖父
母，又怎能从容面对未来的竞争？

大庆招工改革中的“继承者”问
题必须重视，因为大庆虽小，却五脏
俱全。管窥大庆，或许可以看到其他
国企改革的一些情况。从全国范围
来看，“继承者”的问题又何止大庆所
面临？大庆此番开了一个头，可以提
供更好的经验借鉴。但以现实而论，
这样的改革，已是避无可避。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大庆招改中的“继承者”问题
必须重视

近日一名网友在人民网留言称，
“甘肃和政县26个政府部门13年来
给餐饮企业打‘消费白条’，欠款 60
余万元”，称好几家单位换了几任领
导，都只承认欠账但没有解决，接待
定点企业快被吃垮。当地县委县政
府已成立调查组，督促涉事部门制定
还款计划限期还款。（5月20日《京
华时报》）

俗话说，再大的款大不过公款，
政府部门迎来送往人吃马喂花的都
是公家的钱，又不是掏领导个人的腰
包，领导们大可“崽花爷钱不心疼”，
在酒足饭饱之后大笔一挥签字报销，
让饭店找单位会计结账了事。这样
一来，既能展示领导的潇洒派头，也
省得饭店经理跟在屁股后面讨债。
然而，现实恰恰相反，一些干部点菜
时毫不客气，鲍鱼龙虾来者不拒，到
了结账时却变得英雄气短，只是一次
次签字打白条，迟迟不肯与饭店清账
结算。

究其原因，固然有官本位思想和
衙门作风作祟。对于餐饮企业来说，
都愿意喜欢攀上政府的高枝，大树底
下好乘凉。一些官员就抓住这一心
理，随意消费，随意拖欠，认定企业不
敢因为这点欠款跟政府闹翻。不过，
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大量
公款消费属于大吃大喝，超出了上级
规定的标准，超出了财政划拨的部门
经费预算。同时，领导们还担心，厚
厚一叠餐饮发票会变成自我举报信，
在年终检查、离任审计时引起上级的
过问，给自己的仕途带来麻烦。因

此，他们更愿意“寅吃卯粮”，将超支
的接待费挂账处理，寄希望日后再慢
慢消化，逐步处理。如果赶上领导班
子调整，原负责人拍拍屁股到新单位
上任，新来的领导不愿接手前任留下
的烂摊子，公款欠账也就成了呆账坏
账，相互扯皮，无人埋单。

包括甘肃和政县在内，面对公款
吃垮企业的事件曝光，当事政府和纪
检、审计部门都会成立 调 查 组 介
入。但处理结果往往是政府出面
或敦促相关部门偿还欠款之后就
再无下文。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只是，还款不能成为一笔糊涂账。
这些白条还是有必要好好梳理一
下，哪些是合理的“三公”消费，哪
些是不落腰包的腐败。对于假公
之名的个人消费，理应由当事人自
己埋单；对于公务接待中的违纪违
规行为，必须严肃追究责任。

公款吃垮企业频现，不仅挥霍了
纳税人的钱，侵害了当事者的合法权
益，更严重影响了政府部门的形象，
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根治这一顽
疾，不能止于就事论事的个案处理，
更要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一方
面，细化公务接待标准，加强“三公”
经费公开，让公职人员花的每一分钱
都在阳光下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建
立职务消费终身责任制，无论干部如
何调整变动，一旦发现职务消费方面
的问题，一律追究原当事人的责任，
从而彻底打破一些官员念“拖字诀”
瞒天过海的侥幸心理。
□张枫逸

公款吃垮企业不能还钱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