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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知／识／杨／浦／的／第／一／窗／口

■燕农

杨浦时评
人民日报：
改革没有“顺风车”

全面深化改革，既无法毕其功
于一役，也不可能单兵突进，而需
要统筹部署、协同推进。改革没有
不劳而获的“顺风车”可搭。人人
都是参与者，个个都是当事人。只
有投身改革、率先改革，抓住机遇、
认准方向，大胆探索、稳扎稳打，全
社会必能在改革中进步，个人必能
在社会进步中得到更大的收益。

环球时报：
外来文化撑不起大国复兴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在引
进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和思想文化观
念方面，一度想法偏于单纯，造成中
国思想界空前混乱，进而导致一定
程度的社会认同危机。现在，决策
者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问题，强调本土文明和
本土经验的价值。这些因素都在为
重建社会共识提供文化基础。

北京晨报：
该管不管的底气何来

如果是群众的事情“我就不
管”，那么请问什么事情是你要管
的呢？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位干部

“不管”的底气在哪里呢？需要我
们共同思考的问题是，今后怎么能
够让“不管”干部从气壮山河变成
没有底气，并且进一步在队伍中杜
绝这样的“不管”干部。

“扫桥爷爷”走了，不应只留下叹息
■周琳

扶助 北京首推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在北京市生活或工作的50岁
至60周岁退休人员、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均可参保，不受户籍限

制，只需要缴纳15元，便可享受一年的保险服务。这是记者日前从北京市民
政局了解到的，范围包括：北京市域内公交车、出租车、地铁等三种公共交通
工具，公园、博物馆、公共体育场馆、医疗机构等十二种公共服务场所，养老管
理服务中心、养老餐桌以及托老所等六类为老服务单位。 ■新华社 杨树山

奇虎诉腾讯垄断上诉案 11 月
26 日在最高人民法院开审。腾讯
与奇虎两家企业法律纠纷背后的
深意，既在于有望为互联网市场竞
争行为划定合法边界，也在于其呈
现方式本身——电视、报纸、网络、
微博等对庭审情况进行“全媒体”
报道。这如同为公众打开了一扇
窗，让大家用“看得见、摸得着”的
方式进一步感受司法公正。

近年来，审判机关为实现司法
公开，建立完善了旁听、新闻发布等
一系列制度，但在新的互联网时代，
案件审理仍显现出一定的神秘性、
滞后性、选择性，难以适应广大公民
对热点案件知情、监督的需求。因
此，更大限度的司法公开是对社会
公众热切期待的积极回应。

司法公开是规范司法行为的
有效途径，更是全民普法的生动课
堂。作为审判活动的核心环节，庭
审公开是司法公开的关键，能够“倒
逼”法官提升庭审能力，更加严格依
法办案。然而，人们的期待与诉求
显然不止于此，还希望以此为契机，

“倒逼”司法活动更多环节的公开。
对于刑事案件的庭审来讲，这

种“倒逼”也是对侦查机关、公诉人
等提升侦查能力、公诉能力的“倒
逼”。证据是否扎实、是否合法取
得、是否经得住公众推敲与评判，
都是对司法活动的更高要求。

司法善用新媒体所取得的良
好效果已经逐步显现，对于促进司
法人员自律、提高办案能力水平、
提升司法形象和公信力的意义不
言而喻。下一步，司法机关应当拿
出更多勇气和智慧，探索建立更加
有效的司法公开机制和民意沟通
机制。这既是法治中国背景下的
时代考题，也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
必由之路。（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公正司法活动
应当经得起“围观”

时事聚焦

放假安排应在制度化的基础上放权
■郭文婧

招生处长揭自主招生“暗门”

“分文不取，工具自理；清扫大
桥，锻炼身体；生命不息，守桥不止。”
这是年近九旬的“扫桥爷爷”窦珍老
人给自己编的志愿打扫“连心桥”时
哼的小调，也是老人十多年如一日服
务他人的精神写照。

11 月 25 日上午，这位热心公益
的老人，在扫桥时不慎坠落身亡，引
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无数人缅怀
老人，致敬老人，热议他的善举，在赞
美传承他无私奉献的志愿精神之余，
无不为老人扼腕叹息！

窦珍老人辛勤工作一辈子，从北
京市供电局司机岗位退休，本应有幸

福安乐享清闲的晚年，为了丰台区右
安门万芳桥西侧一座横跨铁路的“隶
属关系不明，桥面一直无人清扫”的
过街天桥，热心公益的老人在76岁高
龄之际，坚持每天自带工具步行前往
清理桥面卫生，无论春夏秋冬，从此
一干就是11年。

在又一个寒冬来临之际，“扫桥
爷爷”走了！不是因为年迈自然老
去，也不是因为疾病倒在病床上，而
是倒在了志愿服务的岗位上！

“扫桥爷爷”的不幸离去，留给世
间太多拷问：一座政府牵头修建的

“连心桥”，为何建成后隶属关系不
明，桥面无人清扫？一位年迈的老人
十多年如一日义务清扫天桥，为何身
单影只，始终只有一个人在“战斗”？
120米长的桥面、196级台阶，经常有

纸屑、狗屎、痰迹、口香糖散落，是谁
制造了这些垃圾污渍？在有着悠久
丰厚人文积淀的北京城尚且如此，全
国各地类似不文明现象是否司空见
惯、随处可见？

窦珍老人生前的志愿服务，值得
世人学习的不仅是他的用情坚守，更
令人敬佩的是认真负责、用心以对：
自带撮斗、自制笤帚清理桥面浮尘和
杂物，带上水盆、铁铲清理小广告，清
理不干净就用指甲抠掉。扫完桥面
后，再将抹布盖上桥栏杆，从上而下
擦得干干净净。老人如此用心，真心
实意服务“连心桥”两头千家万户的
居民群众，不仅令行色匆匆的年轻一
代自觉惭愧，更令本应负起清扫职责
的城市管理者们汗颜。

值得庆幸的是，如今，窦珍老人

所在的翠林三里社区和国家电网北
京市电力公司的志愿者们，接过了

“窦珍志愿者服务队”的大旗，老人的
儿子窦孟显就是其中一员；同时，由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北
京市丰台区政府、国家电网北京市电
力公司联合主办的“向窦珍老人学
习，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主题活
动也拉开序幕，老人的志愿服务精神
得到有效传承，“连心桥”的故事仍将
继续延续。

在12月5日第28个国际志愿者
日即将来临之际，“扫桥爷爷”用生
命的绝唱，不仅唤醒大众的文明公
德意识，还有社会管理意识和志愿
服务意识。缅怀他的最好方式，不
应在扼腕叹息中止步，而应在付诸
行动中前进。

全国假日办于27日在人民网等
网站公布三套法定节假日调休安排
方案，并再次公开征求意见。10月10
日，全国假日办曾发布《关于法定节
假日放假安排的调查问卷》以向社会
征集意见，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人
民网11月27日）

纠结于放假安排，也算是中国一
大特色。每个人的需求打算都不一
样，各行各业的工作特点也不一样，
全国统一的放假安排，不要说让每一
个人都满意，即使只追求大多数人满
意，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相比
于以前的闭门决策，“打开门来征求
意见”，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其实，与
其如此纠结，不如承认政府管不好统

一放假安排的现实，在保障公民休假
权的同时，将放假安排的权力下放给
社会、公众。

针对最新的三套放假安排，搜狐
网的即时调查显示，仍有22.37%的人
认为都不怎么样，甚至有27.77%的人
表示“死也不挪假”，33%的表示“有爽
有悲催”。而新浪网的调查要求必须
三选一，结果有36%的人选择方案A，
17.6%的人选择方案 B，46.4%的人选
择方案C，依然是众口难调。调查还
发现，20－40岁的青年、企事业单位
的职工，最关注放假安排，一来因为
他们的休假权往往最难得到保障，二
来因为他们假日生活安排最富有想
象力。

综观世界许多国家的休假安排，
政府的权力之手都不会伸这么长，主
要是做好三件事情，一是征集民意，
确定法定节假日及休假时长，不会直

接作出调休、拼凑的方案；二是通过
立法和执法，确保公民的带薪休假能
够落实；三是严格保障政府与公共服
务部门在法定节假日和带薪休假时，
能够正常运转。所以，只要法定节假
日及休假时长一出来，放假安排也就
自然出笼了，除了政府和公共服务部
门，是否调休、拼凑制造连续假期，就
成了各单位与职工博弈的事情了。

而我们放假安排的困境恰恰在
两个方面，一是在放假的时间安排
上，真正的民意采纳不够。比如，大
多数人一直反映春节3天法定假期太
短，但在最新的方案中，依然只有 3
天，而我国台湾地区，则在2014年的
放假安排中，顺应民意将春节的法定
假期调整为6天了。二是在现行的放
假安排中，除了考虑公民的休假福利
之外，更多的是考虑放假安排对经济
消费的拉动作用，故而习惯调休、拼

凑，不够人性化和制度化。
如果我们能增加法定假日，实施

假日逢周末顺延补休制度，人们对休
假安排也就有了明确预期，自然就不
会再纠结于调休、拼凑了。如果我们
能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和《企业
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落到实
处，也就自然不会影响节假日对经济
消费的拉动作用。而且，将调休、拼
凑假日的权力下放，保障带薪年假的
落实，自然也就形成了错峰休假，避
免导致集中休假的种种弊端。

目前，放假安排的权力掌握在全
国假日办手中，划清全国假日办的权
力界限，明确全国假日办在制定放假
安排方案上的责任和义务，管好它管
得了、应该管的事情，将众口难调的
具体调整放权给社会和公众。“中国
式休假”也就不会让人如此纠结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

11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纪委
有关负责人证实，人大招生处处长
蔡荣生在深圳海关被截获，并因招
生问题被调查。此前有消息称，蔡
荣生欲赴加拿大被截获，其已交代
招生等问题涉案金额达数亿元。
业内人士曾公开发文称，高校行政
背景下的自主招生是毒瘤，“中国
人民大学的自主招生肯定会出问
题”。（11月27日《法制晚报》）

在国外运行得很顺利的自主
招生制度，引入到我们这里就会出
问题，不是自主招生本身的制度设
计问题，而是我们的所谓“自主招
生”实质是自主招生与集中录取制
度嫁接的“畸形儿”。真正的自主
招生是一种双向选择——一名考
生可以申请并获得多所大学的录
取通知书，并在其中作出选择；大
学则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和招生
标准，从学术的角度对学生提出基
本的学业要求。

但在我们畸形的自主招生框
架下，不只没有改变集中录取制度
的单向招生模式，自主招生还往往
沦为抢生源和“掐尖”的工具。去
年教育部曾发布招生十条禁令，其
中包括严禁高等学校在录取工作
结束前，以各种方式向考生违规承
诺录取或签订“预录取协议”，或以

“新生高额奖学金”“入校后重新选
择专业”等承诺吸引生源。但一些
高校却有令不止，既有抢生源的冲
动做动力，也因为其中有太多权力
寻租的机会。

此外，自主招生赋予了高校调
配招生指标的权力。譬如在往年
高招中，南京某高校在安徽某县对
高分考生发放了7张盖有该校招生
办公室公章的预录取通知书，但结
果却是无一被录取。该校最终解
释为，往年都会追加一些名额带走
预录取的学生，当年已经追加30多
个录取名额，不能再接收了。由此
可以看出，签订预录取协议以及追
加招生名额的随意性。

在自主招生的旗号下，一些高
校并不是给考生创造了多元的录
取机会，而是给抢生源设置了多元
的可能，这种种可能的解释权却
在高校的行政权力手中。因此，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高校在自主
招生过程中自设的“暗门”越多，
权力寻租的可能性越大。譬如签
订预录取协议，譬如追加录取名
额，这些既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
是权钱交易。

归根结底，并不是自主招生在
我国就没有出路，而是我们的自主
招生是行政权力主导下的“逼仄渠
道”，所受到的权力钳制越多，暗箱
操作和权力寻租的可能越大。人
大招生处处长以巨额涉案，根本上
是畸形的自主招生政策惹的祸。
遏制这种招生高风险以及由此导
致的高招不公，需要加快去除高校
行政化的步伐，同时让自主招生如
同统招一样形成规模，交由学术权
利去规范地评判和筛选，在阳光下
运行。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