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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七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了《关
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
级并行制度的意见》。会议指出，在
职务之外开辟职级晋升通道，在全国
县以下机关实施这项改革，有利于调
动广大基层公务员的积极性，是为基
层公务员办好事、办实事，一定要把
好事办好。
（相关新闻见12月3日本报A04版）

基层公务员需要政策激励。当
前对基层公务员管理实际上没有激
励，进而导致相关管理机制虚化。事
业心和责任心是基层公务员的动力所
在，但这种事业心和责任心是需要激
励机制呵护的。现在对基层公务员的
激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晋升，而晋升
的空间又非常有限，导致基层公务员
将晋升的激励功能无限放大。因此，
这次从中央层面实施基层公务员晋升
制度改革，实行职务与职级并行，不仅
打破了基层公务员晋升“天花板”，也

客观上增加了他们的工资待遇。
长期以来，公务员薪金水平与其

所在的职务高低挂钩，客观上导致了
公务员都想当“官”的现象。同时，一
些基层公务员工作一辈子仍然是科
员，他们感到不满和失望，要么工作
消极懈怠，要么在办事过程中吃拿卡
要，在违纪中“找平衡”。再者，现行
的机制使基层公务员晋升通道狭窄，
加之所有公务员薪酬都拉平均，没有
绩效考核，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
坏一个样。特别是，中央禁令之下，
一些基层公务员以“没好处不办事”
进行软抵抗，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和
公务员形象。

可见，县以下公务员晋升制度改
革，打破了基层公务员“职务高工资
就高”的惯例，在保持现有公务员职
务晋升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建立依
据级别和任职年限等条件晋升职级
的制度，实行职务与职级并行。说
通俗点，就是让那些虽未当官，但资

历长、积累贡献多、承担任务重、个
人能力强的一般公务员，也能够与
当官的一样晋升职级，得到组织的
认可，享受与同职级当官者差不多
的工资待遇。

然而，基层公务员晋升，实行职
务与职级并行，倒逼评价机制跟进。
应以建设高素质基层公务员队伍为
目标，创新考核机制，形成全方位考
核评价综合体系。比如，实行考核规
定与单位业务相结合、民主评议与工
作实绩相结合、年度考核与平时考核
相结合、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
合。并用实用足考核结果，考核结果
与调整公务员职务、职级、工资、奖励
挂钩，体现出“老实人不吃亏、无为者
无机会”的考核理念，让端着“金饭
碗”的公务员开始有了危机感。更重
要的是，完善约束机制与退出机制，
真正打破公务员的“金饭碗”，使公务
员职业回归公共服务本位。
□张西流

“职务与职级并行”倒逼评价机制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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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流水线上
我们丧失了什么？

衡水中学几乎以一己之力扛
起了衡水“教育名城”所有的名声，
也成为这个经济落后、资源匮乏城
市的重心所在。如果把衡中比作
一个工厂，那么整个河北省的初
中，都是衡水中学的原材料供应
商。在很多中学校长和老师们眼
中,衡水中学就像“黑洞”一样吸纳
全省甚至省外优秀生源。（相关新
闻见今日本报AA14～AA15版）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
分，学生的命根。”在应试教育的环
境下，这句俗语从小到大响彻我们
的耳边。虽亦有调侃意味，但这也
恰好反映了我国应试教育中老师和
学生们面对考试的重重压力。“衡中
模式”下出来的傲人成绩，相信很多
人都是对之既憧憬又羡慕。对于我
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谁不希望从考
试中脱颖而出，成为社会竞争的佼
佼者呢？可在这样的高压模式下出
来的学生，即使获得好分数，但他们
是否也丧失了一些属于他们这个年
龄阶段宝贵的东西呢？

学习成绩固然重要，但我们来
到学校不是只为了学习而学习，培
养健全人格，发散个人魅力，也是
在学校阶段就要培育的东西。世
界的进步需要创新，唯有在一个能
有空间让学生自由呼吸的学习环
境中，才可能培养这样的人才。那
些令人窒息的学习环境，学生连喘
息的机会都没有，又怎能会有多少
学生发掘自己的潜能，向更适合自
己的方向发展呢？

学生不是一件件被机械加工出
来的精密机器，他们需要更多的灵
动和活力来丰富他们自己的生命。
请别让高考流水线丧失了他们该有
的青春活力，别让机械的学习生活
为他们的青春留白。 □王玲灵

今天，我们迎来首个国家宪法
日，它将为法治中国建设开启新的征
程，树起新的航标。（相关新闻见今日
本报A04版）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
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
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
威、法律效力。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
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
坚持依宪执政。要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宪法
的重要地位，明确指出了宪法的重要
作用，对新形势下加强宪法宣传教
育、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全面贯彻实
施宪法、更好发挥宪法作用，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

今天，宪法让我们感觉如此亲
近。“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
虚设。”正如法学家伯尔曼所理解的

那样，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
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
成为狂信。我国宪法是符合国情、符
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宪法，
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
和风险考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制保证。它
值得我们集体信仰，值得我们共同守
护，我们也只有坚定不移地信仰宪
法、守护宪法，宪法才能给我们带来
更加安定的力量。

只有使宪法精神深入人心，才能
以宪法精神凝心聚力。新形势新任
务，迫切要求我们加强宪法宣传教
育，推动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
化。国家宪法日的设立，无疑是一个
良好的契机。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通过丰富多彩的宣传形式，可以让人
们感受到宪法精神的力量，培育宪法
意识，凝聚宪法共识，捍卫宪法权威，
推动宪法全面贯彻实施，更好发挥宪
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重大作用。
只有以宪法精神凝心聚力，才是

对宪法最好的致敬。在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的历史时期，在依法治省、依
法治市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
天，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
执政。要把宪法精神贯穿到我市政
治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各个层面，贯
穿到正在推进的各项改革建设事业
中来，贯穿到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来，
贯穿到以航空港实验区为统揽的郑
州都市区建设中来。在这个进程
中，公职人员要带头自觉遵守宪法，
忠于和维护宪法，在宪法规定的范
围内更好地履行职责、接受监督、兑
现承诺，让依宪执政成为依法治市
建设中的最强音。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
国弱”。国家宪法日的设立，必定成
为一次意义非凡的进步，也必将成为
永载史册的一页。今天，就让我们更
好、更有意义地纪念它。

六旬老太崔某悉心照顾瘫痪丈
夫，15年不离不弃。因长期过度劳
累，崔某身患多种疾病，丧失了继续
照顾丈夫的能力。为不拖累儿女，
今年3月，崔某选择勒死已成植物
人的丈夫并割腕自杀。后崔某经
抢救脱险。案发后，市检察院第三
分院为是否起诉崔某召开听证会
听取多方意见。最终，检方于今年
11月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崔某提起
公诉。（12月3日《京华时报》）

幸福的人总是相似的，不幸的人
各有各的不幸。照顾瘫痪老伴10余
载，为不拖累儿女杀夫是一出人伦惨
剧。事已至此，宽泛的谴责老太已难
以挽回悲剧。相较于必然来临的法
律结局，我们更该思考的是，“不拖累
儿女杀夫”的悲剧能不能避免，传统
伦理关系能否为罹患重病的老人提
供抗压的底气。

“不拖累儿女杀夫”诚然是一个

个案，但这种类似的情绪却并不罕
见。在类似重病情况下，老人基于对
子女的爱选择放弃是一个极端。子
女畏惧久病难医则是另一个极端。
今年8月《新民晚报》曾报道，上海六
旬男子照顾九旬病母生怨念将其杀
死。在某种程度上，打败这些人的并
不仅仅是经济压力，而是久病服侍的
痛楚，伦理关系的扭曲。

究竟怎样的家庭关系才是正常
的家庭关系，哺育与反哺之间该遵循
怎样的平衡。为子女操劳一生乃至
放弃重病的老伴免除子女负担。极
端的爱背后的畸形，警示我们务必重
新思考家庭的价值以及生命的内
涵。父母养育子女，子女照顾父母，
本就无所谓负担与否，而是一种温暖
的体现。如果仅仅纠结于久病服侍
的痛楚，就要采取如此极端的行为，
那未尝不是一种对人生价值的颠
覆。毕竟，人活一世，活的就是温

情。没有了这些，还有何意义？
“不拖累儿女杀夫”是怎样的悲

剧？它是一个普通家庭抗击疾病的
孱弱体现，也是人伦关系的危机。囿
于经济压力，久病难医的困窘，服侍
老人诚然艰辛，但这种艰辛不至于放
大成一出生命悲剧。老人对老伴生
命的放弃，可以说是对子女的关心，
但又何尝不是她自身对家庭关系理
解的偏失。而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解
偏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社会现
象。把握不清家庭关系内涵与外延
的人们或者如极端人士不管不顾父
母，或者像“不拖累儿女杀夫”的老人
一样，过于替子女担忧。其实，说到
底，家庭关系是一种共同承担，不论
前面有怎样的风雨，尽最大能力而不
是抽刀转向自身，乐观豁达而不是过
于忧虑，才能尽可能地避免悲剧，增
强家庭抗击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以宪法精神凝心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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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不拖累儿女杀夫”应正视家庭关系

微话题：
每天扫校园，你赞同吗？
@人民网

郑州一高校大一学生必须每
天打扫校园。数名学生表示不
满，“我们是来学习不是来扫地
的”。但有部分学生赞成这种做
法，一对情侣说他们是在打扫卫
生中相识的。学校回应称要求学
生劳动是培养其实干精神。

网友跟帖：
@叉痞：都爱讲卫生就不用

打扫了。
@小伍AI薇：赞同，上小学

时每天早晨都要扫操场。
@向细生：和高中一样。
@Red_Sky还是个小小小

学生：发工资吗？
@lmy1989722：大学我们

也扫地呀，很正常。
@孤星泪在天涯：很好啊。
@泰_迪的小丸仔：赞成啊，

当初我的大一也是这么过来的。
虽然在大一时也有牢骚，但等到
结束后，没有劳动教育，早上睡到
近8点。浪费一大堆学习时间才
发觉，有个制度管制着自己，还是
比较好。因为扫地。每天都要6
点左右起床，扫完后就不会再有
睡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