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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陈孝斌

■袁伊文

■张松超

时事聚焦

人民日报：
警惕“沙丁鱼罐头规则”

用什么样的标准选人、选什么
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
就有什么样的干事氛围。破除工
作中的“沙丁鱼罐头规则”，不仅要
对那些“自己甘于平庸又拉着别人
平庸”的人进行必要的处理，而且
要真正杜绝“干好干坏一个样”现
象，鼓励党员干部敢于冒尖、善于
冒尖；打破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的
思维定式，对有干劲、有冲劲、有能
力的干部，敢于给位子、压担子，让
想干事的有机会、能干事的有舞
台、干成事的有地位。如此，才能
使干事创业氛围真正浓起来。

中青报：
冷血的10万+ 会让你也成为受害者

现实中人们承受了太大的压
力，互联网刚好提供了一个发泄出
口。在某种意义上，互联网是现实
社会的镜子，现实社会怎样，互联
网的反射便怎么样。互联网让言
论表达更自由了，这当然是好事，
但是自由的前提是责任。如果一
个人的发言变成了没有代价没有
成本的事，只想冷血，只会亮出结
论，那就是不负责任的言论。放任
没有边界的冷血，那么谁都可能成
为冷血的受害者。

穿过峥嵘岁月，走过风雨征程，
人民子弟兵在盘马弯弓、变革图强中
迎来了第八十九个建军节。

强国必先强军，强军必须改革。
八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深刻
论述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意
义，高度肯定这轮改革“解决了一些
多年来想解决但一直没有很好解决
的问题，解决了许多过去认为不可能
解决的问题”。

一个鸡蛋从外破壳，是毁灭、是终
结；从内破壳，是突围、是新生。深化
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场“不用扬鞭自
奋蹄”的自我革命，目的是为了设计和
塑造军队未来，对军队组织形态、指挥
方式、管理模式等“上层建筑”，进行一
次全方位、立体式的重塑。

按照总体目标要求，2016 年，组

织实施军队规模结构和作战力量体
系、院校、武警部队改革，基本完成阶
段性改革任务；2017年至2020年，对
相关领域改革作进一步调整、优化和
完善，持续推进各领域改革。政策制
度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改革，成熟一
项推进一项。这是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的目标，也是向全国人民和全军
官兵明确的改革时间表。可以想见，
未来的人民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必定
更加高效，权力运行体系必定更加严
密，力量规模结构必定更加优化，军
事人力资源必定更具活力，军民融合
发展必定更加深入。

有人说，衡量一次军事改革是否
成功，标准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最根
本的一条是看经过这种改革的军队能
否经受得住战争的考验。军队是为保
家卫国而存在的，能打仗、打胜仗是军
队的最大价值，是人民群众的最大期
盼，也是这轮改革的核心指向。翻开
我国历史，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
秦国商鞅变法奖励军功、汉武大帝改

革军制大兴骑兵，都极大地提高了军
事实力。在当前进行的这轮改革中，
无论是打造灵敏高效的“中枢神经”，
还是把“军区”改为“战区”；无论是优
化规模结构，还是发展精锐作战力量，
都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
提高我军实战化水平。

如果说前一阶段领导指挥体制改
革是动“上头”，接下来的军队规模结
构和作战力量体系改革则是动“大
头”；前一阶段是动“棋盘”，接下来则
是动“棋子”。涉及的部队更多，影响
的范围更广，触及的利益更深，改革的
阵痛更强。然而，“痛苦难道是白忍受
的吗？不！它应该使我们伟大！”这是
充满希望的阵痛，是一朝分娩的阵痛，
改革强军标注着现代国防的未来。

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事业都在稳
步推动，可以说，军队改革是执行力
最强的改革之一。陆军第27集团军
从河北移防山西，成为全军第一个因
改革而进行部署调整的军级单位。
千人千车动，搬迁寂无声。66年前，

同样是这支部队，打了胜仗，解放了
上海，却恪守军令露宿街头，不入户、
不扰民，秋毫无犯。以什么样的姿态
对待改革、以什么样的行动投身改
革，部队要从政治觉悟和思想境界上
做出表率。军地双方特别是领导干
部，也应自觉在大局下定位、思考、行
动，把对党忠诚、听党指挥、向党看齐
体现到落实改革任务上，真心实意地
帮助官兵解决后顾之忧。

80年前的长征，是中国革命事业
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共产
党和红军将一次危机四伏的被动撤
退，变为一个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起
点；将一段险象环生的艰难跋涉，变
成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今天
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同样是一场决
定前途命运的长征。如果说战场胜
负可能只是一朝一夕之间的事，但决
定胜负的力量却消长于朝朝夕夕的
改革与建设之中。不断从改革走向
改革的人民军队，必将能从胜利走向
胜利。 （来源：人民日报）

■辛士红

利令智昏 连日来，哈尔滨市冠童幼儿园使用发霉大米的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此前，多地也曝出
幼儿园食品安全问题，如发霉的大米、生虫的麦片、过期的牛奶、不合格的食用油被端上孩子的

餐桌等。 ■新华社 蒋跃新

突击“关店治污”折射日常监管乏力

近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通过《南京市邮政条例》，该条例将
于 2016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
规定：快递 2 次无人接收，再投递
可额外收费。这个新规引发较大
争议。

快递是一种有偿服务，收件人
因为自身的原因没有能够成功收
件，势必导致快递人员重新上门投
递，增加人工成本。这个成本应该
由谁承担？在两次不能成功投递
的情况下，让收件人另外支付费
用，看似有一定道理，也符合民事
法律的“公平”原则。

但问题是，这样的“民事权利
义务关系”，是否应该由地方条例
来规定？快递，本质是一个运输服
务合同，也是快递公司（承运人）、
托送人、收货人之间的一个民事法
律行为。所谓民事关系，是平等的
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应该体现
为契约自治、当事人协商一致，而
不应该由第三方直接干涉，否则就
可能打乱了市场秩序。

从立法权限来说，《立法法》规
定，“民事基本制度”应该由法律规
定，而不是由《南京市邮政条例》这
样的地方性法规来规定。之前，国
家交通部出台新规：非因航空公司
本身的原因造成的飞机延误，航空
公司不用承担旅客食宿费用，也被
指是部门规章“越过红线”规定了
民事基本制度。

其实，既然收发快递是当事
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其额外服务
的定价是应该由市场来决定，由当
事各方协商一致来解决，而不是由
地方性法规来规定。当然也有人
会辩解说《南京市邮政条例》的规
定是“企业‘可以’收取额外费用”，

“可以”收取额外费用，也就意味
着“可以”不收取，所以，那不是强
制规定。

但是，既然南京方面知道快递
公司可能出于竞争的原因，不收取
多次上门送快递的费用，那么又何
必浪费立法资源在地方条例里写
上“可以收取”呢？

立法机关和政府的职责应保
障充分竞争，而不是通过立法的形
式，干涉应由当事人之间协商一致
决定的服务费用。（来源：新京报）

备受关注的出租车改革方案7
月28日正式出台，除对传统出租车
管理运营进行改革之外，明确将网
约车车辆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
网约车的合法身份得以确定。盼
了很久，网约车迎来合法化的春
天。（7月29日《海峡导报》）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即便网约
车没有合法化，市场网约车队伍也
从未停止过队伍悄然壮大的步
伐。因为传统出租“一的难求”的
现实尴尬、降低社会运转成本的大
众诉求、庞大的出租行业市场需
求、新就业渠道的利益诱惑等问
题，决定了市场和公众需要网约
车。因此，网约车合法化是理性大
过感性，现实大过想象的必然，也
遵循了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实惠
这个根本指导。新政落实后，必然
出现一波网约车“申请热”。届时，
网约平台也必将成为一个热门的
就业平台。

不难发现，当前新政和舆论的
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管理好网约
车，如何保证公众乘行的利益不受
侵害。作为服务公众、满足需求的
网约车，这无疑是公众关注的焦
点。但笔者认为，随着网约车申请
数量的迅速增大，网约车司机作为
社会的一个兼职或专职就业群体，
他们本身的利益也不容忽视。只
有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他们才会
更加自觉、热情地为公众服务，行
业才会一改“杂牌军”的口碑，向着
更加成熟规范的方向渐行渐远。

但是，据了解，当前不少网约
平台扣费比例是比较高的，不少都
达到了百分之三四十，甚至更高。
一单下来，除掉油费等成本，网约
车司机常常所剩无几。并且平台
对于网约车司机也无半点福利保
障。这些问题是众多网约车司机
的槽点，也是导致动力不足的根本
原因。

虽说网约车属于兼职，但本质
上来讲，网约车司机也是劳动者，
与网约平台之间签署了劳动合
同。即便不能套用当前国家《劳动
法》相关规定，但作为一个数量庞
大，并且将会不断增大的就业群
体，似乎也应该有一个权益保障的
法规和规范。因为，只有将这项工
作做好了，行业法治体系才能不断
完善，网约司机群体才更有积极
性、归属感，服务质量才能不断提
升，行业发展也才能展现出更强的
市场生命力。 （来源：新京报）

网约司机利益
将如何安放？

日前，有网友报料，河南商丘市
为治理大气污染，将市区和县城的
大多数中小饭店强制关闭，不少企
业也被要求停产，给当地企业群众
生产生活带来较大影响。7月30日
凌晨，商丘市回应称，将对原不达标
餐饮饭店油烟治理进行集中验收，
该市梁园区亦废止要求企业关停的
通知。（7月31日《南方都市报》）

当地政府关饭店整治油烟排
放，并非于法无据。今年1月1日实
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
明确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
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
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
化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并防止对
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
染。”在此语境下，只要当地管理部
门关停的是违反该规定的饭店，就
都是依法行事而已。

这么说，并非是要为当地政府
部门背书，只是我认为关饭店治污

最需要关注的问题，不在于行为本
身，而是其背景和影响。换句话说，
现在的管理行为虽然合法，但其背
后暴露出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深
思。那么，关饭店治污的真正问题
是出在哪里呢？

在笔者看来，现在对饭店的严
厉整治，其实也暴露出了当地政府
事前的监管不足。从背景来看，当
地政府之所以下定决心治理大气污
染，以至于对不符合相关标准的饭
店也不放过，最主要是当地大气污
染问题极为严重，已经被环保部约
谈。从效果来看，现今的严厉治污，
给当地居民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
可见其关停饭店的范围之广、数量
之多。这就不得不引出一个问题，
即尽管严厉治污的态度值得提倡，
但当地管理部门早干吗去了？难道
非要被约谈了才去下决心治污？

不得不说，现在关停的饭店越
多，手段越严厉，就越说明当地环保

部门平日里的监管不力。试问，假
如把对饭店的监管放置于平时，还
会出现现在的情况吗——以至于连
老百姓的普通生活都受到了极大的
影响？要知道，尽管《大气污染防治
法》是在今年年初才开始实施的，但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可是于2002
年就开始推行了，若是把监管工作
的“端口”前置，必然不会导致今天
的影响，而现今虽然有着目的正义，
却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到底该
怪谁呢？

所以，当地对大气污染的治理，
可谓是一个靠突击手段治理的负面
典型。关饭店治污的风波告诉我
们，大气污染治理不可能毕其功于
一役，而应该是更多把工作做在平
时，否则不但不会收获理解，反倒会
成为众矢之的。事前作为不力、欠
账太多造成的问题，事后想着毕其
功于一役，走的还是“先污染、后治
理”的老路。 （来源：长沙晚报）

改革强军标注军队未来

“投递三次额外收费”：
地方立法别越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