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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软件投入
是谋长远、固根本之
策，诸如在师资队伍
建设、人才培养等方
面要舍得花钱，这才
是“把钱花在刀刃
上”。

“豪华中学”是尊师重教的跑偏

不浪费粮食，功夫在“餐”外

治理诚信缺失问题需多打“组合拳”

我们要想避免
重蹈覆辙，就要吸取
教训，用发展的思维
积极破局，解开这种
有人参与，有人甩
手，时好时坏的死
结。

诚信建设难以一
蹴而就，只有人人参
与，人人担责，以治理
诚信缺失突出问题为
重点，以建立长效治
理体系为目标，才能
把诚信建设推入健康
发展的轨道。

4层喷泉的“鲤鱼跳龙门”水景，削掉真山
建的假山瀑布群……这不是大都市的星级酒
店，而是陕西摘帽不久的深度贫困县商洛市
镇安县的一所新建中学。而这所“豪华中学”
背后更有令人质疑之处。

（8月14日《每日经济新闻》）

摘帽不久、深度贫困县、豪华中学……这
几个关键词在一起显得“不协调”。确实“再
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然而，也不
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付出“需
连续 12 年每年偿还 5000 余万元贷款”的代
价。学校校舍的定位本身就应该“去豪华”，
教育部门早就指出要求，要按照朴素、实用、
适用和节约资源的原则建设学校校舍，“豪华

中学”显然是跑偏了。
学校就是学校，何必要“肩负”景区功

能？据悉，之所以要将校园建设为仿唐式建
筑风格，是由于当地要打造唐文化，以“促进
文化和旅游融合”。于是，学校就增设了一些
与教学无关的设施：从气派的仿古牌坊式大
门进入校园，4层喷泉水景沿步道拾级而上，
16 尊石刻鲤鱼分布两侧，一方约 8 米长、1.5
米高的校训大理石碑位于喷泉尽头。一所像

“景区”的学校，到底是来看风景，还是干教学
的？

钱要花在刀刃上，不是花在刀背上。本
着不追求豪华的原则，改善教育硬件是必须
的，但是教育投入理应“软硬兼施”，学校师资
力量等软件的建设与加强更为重要与迫切。

教育硬件投入“适可而止”，讲究一个“度”，关
键在于“适”，超出部分的投入就有“钱花在刀
背上”之嫌。而教育软件投入更是谋长远、固
根本之策，诸如在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
方面要舍得花钱，这才是“把钱花在刀刃上”。

奢华之风未消失，或向民生工程蔓延。
当下，有些地方可能存在一个误区：只要是投
资教育，无论是投到哪所学校，无论是否存在
奢侈与浪费，都是“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体
现，都是冠冕堂皇、理直气壮的。教育民生工
程是地方政府的政绩，这本身丝毫没有问题，
可问题往往出在“丝毫之间”，奢华之风恐一
时难以消失，或正在寻找新的“寄生地”，恰如
有关专家所言，在建设楼堂馆所风刹住之后，
需防止奢华之风向民生工程蔓延。 王旭东

近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印
发《关于开展诚信缺失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行
动的工作方案》，针对当前经济社会中的诚信
热点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失信突出问题，
组织中央文明委有关成员单位，集中开展 10
项诚信缺失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行动。

（8月14日《工人日报》）

近年来，尽管我们一直致力于建设诚信
社会，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
但揆诸现实，在一些领域的诚信缺失问题仍
然非常突出，侵犯了民众、企业的合法权益或
者社会公共利益，向社会释放了很大的负能
量，堪称征信机体中的“毒瘤”，对此，社会各
界反映强烈，迫切要求政府加强治理。此番
中央文明委专门印发方案，组织相关成员单
位，针对民众关心的10项诚信缺失突出问题
进行专项治理，回应了社会各界的期许，也是
深化诚信建设的应有之义。

治理诚信缺失问题就应该多打组合拳，
多管齐下。

首先，应该做到集中治理与长效治理相
结合。电信网络诈骗、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
失信问题、金融领域失信问题、法院判决不执
行问题、国家考试作弊问题等都是热点、难
点、堵点问题，危害较严重，社会影响较大，相
关部门确实有必要下猛药予以专项治理，以
减轻这些失信行为的危害程度，但显然，专项
治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难以毕其功于
一役。我们必须咬定诚信建设的总目标，不
断健全机制，优化措施，以驰而不息、久久为
功的理念坚持对诚信缺失问题的长效治理，
才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第二，给失信惩戒立个法律规矩。目前，
失信惩戒成了筐，啥都可以往里装。由于缺
乏统一的法律标准，各地各部门往往各自为
战，推出了多种版本的失信惩戒方案，惩戒的
门槛、范围、尺度各不相同，引发了不少社会

争议，也消减了诚信建设的公信力。立法部
门有必要专门针对诚信建设立法，明确“一处
失信，处处受限”的总原则，明确失信黑名单
的范围，明确失信惩戒的形式和标准，明确有
权确认失信黑名单并实施惩戒行为的责任部
门，明确相关单位或个人的救济权利。

第三，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目前，一
些地方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还不同程度
地存在着信息壁垒和梗阻，信息不共享，信息
流转不畅，则诚信建设必有漏洞，必然给一些
人的失信行为留下可乘之机，必然影响失信
制约的效果。所以，一定要打通各种信息壁
垒，建立互通互享的信息平台，信息通了，诚
信建设的基础要素就全了。

诚信建设难以一蹴而就，无法一劳永逸，
只有人人参与，人人担责，以治理诚信缺失突
出问题为重点，以建立长效治理体系为目标，
才符合诚信建设的规律，才能把诚信建设推
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李英锋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近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
指示。他指出，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
人痛心！“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月12日《人民日报》）

新中国从一穷二白起家，有过饿死人的
深刻教训。反对浪费粮食，中国一直在做。
实践中，我们发现，反对浪费粮食，有时做得
好，有时做得差，有人做得好，有人做得差。
仅仅停留在餐饮上反对浪费粮食，这是静止
地、局部地、孤立地看待问题，是很难做好“不
浪费粮食”这项工作的。我们要想避免重蹈
覆辙，就要吸取教训，用发展的思维积极破
局，解开这种有人参与，有人甩手，时好时坏
的死结。

要在非餐环节节约粮食。餐饮浪费惊人
不假，但是制止粮食浪费，我们的眼睛不能只
盯着餐饮环节。以前，我们千方百计搜寻、捡
拾稻穗，现在老年人动不了，年轻人拒绝农
活，还有谁来做？目前我国的粮食在育种，收
获、储藏、运输、加工等环节也都存在一定程
度的浪费，每年在这些环节造成的损失浪费
达350亿公斤，浪费同样惊人。

要在非粮环节提倡节约。如果仅仅在餐
饮提倡节约，效果不大，甚至适得其反。现在
生活条件好多了，社会积极提倡消费，如农村
有压水井，大家用水大手大脚，节约意识在一
定程度上下降。中国不是地大物博，而是人
多物稀，必须时刻注意节约。

要在法治环节规定节约。出口、投资、消
费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拉动内需消费，在

一定程度上是和浪费密切关联的，是与节约
背道而驰的。比如旅游行业倡议制止餐饮浪
费，固然是配合国家大局，但是旅游行业要靠
这个赚钱，如果没有法律硬规定，没有奖惩引
导，凭啥去节约？因此，国家立法规定节约，
必须建立和落实。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大诗人陆游
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不浪费粮食”的光明之
道：不浪费粮食，功夫在“餐”外。“不浪费粮
食”，任重而道远，要注重联系的普遍性，节约
是贯通的，要想粮食节约好，其他资源节约意
识也要培养和树立好，在全社会培养和形成
理性消费，注重节约的良好理念及氛围，还怕
做不好“不浪费粮食”工作吗？

李云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