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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其洋

我们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我们搞建设、促发展、抓
改革，只能以改善民生作为根本目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保障和改
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
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
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说的就是
改善民生要遵循规律，既要主动进
取、尽力而行，又要尊重客观、量
力而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突飞
猛进，“蛋糕”越做越大，但在保
障和改善民生上，许多方面、许多
地方并没有分好“蛋糕”，做到尽
力而为。在民生投入方面，呈现明
显不合理的颠倒性状况。一方面，
用于民生如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以
及公共卫生方面的公共投入比例过
小，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势”状
况极不适应。另一方面，用于非民
生如行政运转、基本建设等方面的
公共投入比例过大。比如前些年

“三公”消费数目惊人、浪费严
重，各地大兴土木，楼堂馆所一个
比一个造得奢华气派。

一个国家、一个地方，可用的
钱总是有数的，这里花得多了，那

里花得自然就少了。非民生领域投
入过多，是典型的“与民争利”，
民生领域投入不可能很多，保障和
改善民生也就谈不上尽力而为。

就拿老百姓怨言颇多的义务教
育来说，既然是义务教育，那保障
和扩大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
源，使之均衡分布，就是政府应尽
的义务。而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短
缺且不均，最大的原因就是教育投
入既不充足又不公平。再比如，近
年来，许多地方多次发生“跳广场
舞争场地”事件，也是因为人们的
健身需求增加了，公共运动场所却
供不应求。

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
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
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
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保障和
改善民生，这些基础民生问题最为
重要，政府也最应该在这些方面尽
力而为。现在，论经济总量，中国
已是全球第二，发展快的地方，保
障和改善民生“尽力而为”，钱虽
然仍是个问题，但已不是主要问
题。主要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充分
认识到改善民生是最应该做好的
事，至少要做好民生“兜底”工
作。

十九大报告讲了很多进步、成
就，但也没有忘记提醒大家，我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
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保障和改善民生不能脱离这个
最大实际，提出过高目标，一定要
从实际出发，不好高骛远，不搞

“大跃进”“一窝蜂”“拔苗助长”
那一套，更不能一边是大部分人的
民生问题没有解决，一边是特殊群
体过度享用民生资源。

前些年，有地方推出政府廉租
房，一个月租金只要 1元。让低收
入群体有房住、住得起房，是大民
生。但 1元租金就让人怀疑，这是
不 是 主 观 冒 进 ， 在 搞 “ 面 子 工
程”。因为这不光会造成新的社会
不公，也可能助长一些人的懒惰习
性，能不能持续下去更是个问题。
再比如，有些因资源丰富而先富起
来的地方，看病不要钱、上学不要
钱、住房不要钱、养老不要钱，老
百姓当然欢迎，但如此过度超前，
不光容易造成公共投入的极大浪
费，自然资源一旦耗尽，而转变发
展方式无果，只能是坐吃山空、一
蹶不振。

民生需求是刚性的，且具有逐
渐增长的特性。民生政策一旦实施
了，往往是只能做“加法”，很难
做“减法”。对于老百姓来讲，民
生福利增加了，自然皆大欢喜。而
一旦因为不公正不合理或是财政难
以为继，要取消或减少已有的福
利，就会引发广泛抵触甚至影响社
会稳定。这样的教训，不光欧洲不

少过度福利化的国家有过，我们也
有沉痛的历史教训，在一些盲目追
求“高大上”的地方，至今仍存在
这样的问题。

要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
是物质基础，离开经济发展谈改善
民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
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着保障和改善民
生的客观实力与能力。而改善民
生，无疑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
力和保障。我们要把发展经济和改
善民生统一起来，既要与时俱进，
改善民生，让民众不断看到变化、
得到实惠，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也要防止为了迎合舆论、骗取政绩
或胡乱决策，出台不可持续的民生
政策，空头许诺办不到的事情，把
群众胃口吊得过高却最终成为一场
空欢喜，落得个失信于民，适得其
反。

保障和改善民生，尽力而为是
责任，量力而行是科学。社会主要
矛盾变了，人们向往更美好的生
活，更加在意公平正义。保障和改
善民生如何做到尽力而为和量力而
行协调统一、相辅相成，而不是彼
此割裂、相互背离，这是一种极大
的考验。

改善民生：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


叶昊鸣

又至年终岁尾，“农民工讨
薪难”再度成为热点话题。国务
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决定
自 2017 年至 2020 年，对各省区
市人民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实施年
度考核，推动落实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工作属地监管责任，切实
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

“辛苦一整年，岁末讨薪难”。
尽管 2011年“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已被列入刑法，但“讨薪难”这
一顽疾仍难治愈。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
责任主体不明确，各项政策执行
缺乏刚性、易打折扣。

新的考核办法将各省级政府
作为考核对象，把加强对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组织领导、建
立健全工资支付保障制度、治理欠
薪特别是工程建设领域欠薪工作成
效等情况列为主要考核内容，无疑
进一步增强了确保农民工工资支付
的保障力度。

各省级政府应对照考核方案及
细则，针对重点，对症下药，重拳
治理。建筑行业历来是恶意欠薪的

“重灾区”。各地应在岁末年初集中
力量治理建筑行业恶意欠薪，确保
农民工兄弟如期拿到血汗钱。

各省级政府不能采取突击“算
总账”的办法应付考核，而是应该
把劲儿用在平时，对照考核方案及
细则因地制宜抓好政策落地、完善
具体措施、形成长效机制。

考核办法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
体察农民工疾苦的真心，为农民工排
忧解难的热心，实实在在为农民工着
想的贴心，是一个有温度的文件。各
地在围绕考核办法扎实推进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时，更要走心，要
怀着一颗同情心，设身处地为农民
工兄弟着想，努力确保他们劳有所
获。（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保障农民工劳有所获
要考核更要走心

据12月14日《燕赵晚报》报道：近日，一群驴友在密云古北
口蟠龙山长城敌楼内生明火做饭的照片在网上传播，照片中长城
内部墙体已被熏黑。目前密云区文化委员会执法队已对现场进行
勘查，当地警方也已介入调查。

据 12月 13日大江网报道：

近日，慈溪秦小姐在某银行取了

22400 元 ， 银 行 却 给 了 24000

元。事后，银行向秦小姐讨要多

给的 1600 元，遭秦小姐拒绝。

银行以“不当得利”为由将秦小

姐告上法庭。对此秦小姐坚称，

银行规定储户钱“离柜概不负

责”，她也“离柜概不负责”。此

案引发网友热烈评论。

王学进

12 月 13 日 ， 鄞 州 区 出 台 了
《中小学生习惯养成学段重点目
标》，有别于 《中小学生守则》 和

《浙江省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对不同年龄段学生“一刀切”的要
求，《重点目标》 分小学低段、小
学中段、小学高段和初中段四个学
段推进，分设学习习惯、行为习
惯、情态习惯、生活习惯、安全健
康习惯和志愿服务习惯 6个维度的
一级目标，下设 20 项二级目标，
共 120条，对每个学段学生的行为
提出了具体要求，分年龄段规范学
生行为，提升学生多重素养 （12
月14日《宁波日报》） 。

不管是老版还是新版的《中小
学生守则》，都未按学段制定养成

目标，适用于小学一年级学生的标
准同样适用于初高中学生，反之亦
然。为此，笔者曾在《守则》修订
之前撰文，提出修订时应针对老版

《守则》 的普适性作出调整，建议
分年龄段制定重点目标。遗憾的
是，新版 《守则》 依然具有普适
性。今年颁布的 《规范》，虽然有
很多亮点，但也不是按照学段进行
细分，将小学与中学分段制定，将
小学低段、中段和高段分段制定。
此种情形不仅浙江存在，全国各地
普遍存在这一通病。

据笔者所知，鄞州区分学段制
定养成目标，此举不仅是浙江首
创，可能也是全国首创，极具创新
意义。《重点目标》 所列的 120 条
目标，除了融入教育智慧，更是十
分暖心。制定者不仅懂教育，而且

懂得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
不同学段的学生，生理和心理发展
不一样，在各个时期的学习能力、
运动能力、交际能力、实践能力以
及欲望诉求都不一样，因而对他们
提出的教育目标，理应有高低之
别，对他们理应实施不同的教育方
法。

《重点目标》 根据不同学龄段
的学生身心实际，结合当地实际和
时代需要，制定适合他们生理和心
理发展需要的具体目标。如在安全
健康习惯方面，自我求助的二级目
标下，一二年级要求理解并学习拨
打最常用的公用求助电话 110和重
要亲友的电话，并能基本说清现状
和方位概念，不实施盲目自救；三四
年级，要求理解并准确拨打常用的
公用求助电话 110、119、120、122 和

重要亲友的电话，能说清现状、方
位、建筑物特征等概念，并实施基本
的自保措施；对于初中学段的学生，
在参与逃生演练的基础上能进行心
肺复苏方面的培训。逐段递进，环
环相扣，非常具有操作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培养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
立德树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作出
了“落细落小落实”的部署。《重
点目标》连“打个电话”也要制定
不同目标，拟出四个版本，真正做
到了“落细落小落实”，让学生不
仅能“做到”还能“做好”。120
条目标每一条都是这样清晰、具
体，易学易做，假以时日，学生就
能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此外，《重点目标》 的出现还
说明一点，有关中小学生的守则和
条例，完全可以制定得更具体、更
细化、更清晰、更接地气些，各地
教育行政部门也可以像鄞州区这
样，确立一种教育理念：学生习惯
养成、兴趣和能力培养，比简单的
知识传授更重要，学生的身心健康
比考试分数更重要，学生的人生经
验增加比升学更重要。

分学段制定养成目标
“鄞州做法”有示范意义

张淳艺

12 月 13 日，最高法发布医疗
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司法解释。解释
明确了“不能取得患者近亲属意
见”的五种情形，称出现这五种情
形，医务人员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
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立即实施相应
医疗措施，患者因此请求医疗机构
承担赔偿责任的，法院将不予支持

（12月14日《新京报》）。
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

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
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

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
字。不过，在遭遇车祸受伤等紧急情
况下，患者无法表达意见，家属又不
在场，医疗机构如何实施紧急医疗措
施，一直是个问题。结果圆满固然皆
大欢喜，一旦抢救失败，医院和患者
家属之间往往会爆发矛盾纠纷。

虽然 2010 年起施行的 《侵权
责任法》规定了“因抢救生命垂危
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
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
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
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但
并未提及紧急救助情形下的责任承

担问题。司法实践中，不乏患者抢
救无效后，医生被患者家属告上法
庭的案例。一些医疗机构和医务工
作者出于自保的考量，只要不取得
患者或家属的同意，就不实施紧急
医疗措施。相关负责人即使得到法
律许可，也不敢贸然批准抢救，因
为签字就意味着风险和责任。

如今，最高法以司法解释的形
式，明确了“经批准的紧急救治，医
院不承担赔偿责任”，有助于打消医
疗机构的顾虑，鼓励医务工作者在
患者处于紧急情况下积极施救。毕
竟，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生命都是第

一位的。“紧急救治免责”就是授予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豁免权，保障
生命垂危等紧急情况下患者得到及
时救治。“医疗机构负责人或授权负
责人批准”“实施相应医疗措施”等
条款，也有利于规范医疗机构行为，
确保抢救手段科学合理。

司法解释同时明确，对于医疗
机构怠于立即实施相应医疗措施，
导致患者受到损害的，医疗机构应
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急救免
责，怠救担责”，法律责任清晰明
确，有助于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
对职责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更好地
担负起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使
命。对于公众来说，也要正确看待

“紧急救治免责”。免责不是给医院
撑腰，而是为患者着想，患者家属
理应给予医生最大的信任和支持。

“紧急救治免责”彰显生命至上

本期主持 朱晨凯

据12月14日人民网报道：近
日一段视频在网上疯转：8岁的可
可吃零食时，图好玩把零食里的干
燥剂放进有水的饮料瓶里，没想到
放进去后竟发生爆炸。仅仅 20 分
钟，可可右眼被碱性液体侵蚀，导
致失明。

点评：游客破坏长城案件不断发生，毋庸置疑，一些游客文明
素质低下是直接原因，但归根结底，是保护长城的法律法规太过疲
软，俨然成了一缕炊烟，对不文明游客起不到实质性的遏制和威慑
作用。

@霞霞：熏黑的岂止是墙，是素质啊。
@大菠萝哥：抓住后让他们修复还原城墙。

据 12 月 14 日 《北京青年
报》报道：今年 6 月 3 日，江西
理工大学一名学生在毕业酒会上
因饮酒过量导致严重酒精中毒，
经抢救无效死亡。近日，江西理
工大学发布通报称，由于在场教
师的麻痹大意，致该学生严重醉
酒，长达几十分钟的时间里无人
警觉，目前多名老师和领导因领
导或教育、监管失职被处分、诫
勉谈话。

点评：一个家庭培养一名大学生不容易，在孩子即将走向社
会、实现人生理想的时刻，被酒精夺去生命，这是何等的锥心之
痛！聚会饮酒，作为教书育人的“在场教师”，理应把握秩序，及
时提醒。贪杯可恶，为人师、为人长责任的疏失，应严厉谴责。

@徐子涵：酒是无辜的。
@波多：劝君更进的是一杯酒，而不是多杯。

据 12 月 14 日 《法制日
报》报道：成都龙湖晶蓝半岛
小区的业主持身份证，即可在
物业中心领到福利 300 元现
金，福利资金来源为该小区 4
间公共商铺出租收入和电梯广
告收入。据多位业主介绍，这
并不是小区第一次发放福利，
前年和去年均发放了价值 300
元的购物卡。

点评：物权法有规定，小区公共区域产生的收益属于全体业主
共有，业委会有权决定收益的分配方式。小区给业主发福利，是在
履行法定义务、维护业主权益。与之相比，许多小区的公共收益使
用长期不透明、不规范，是否可以借鉴这个小区的做法？

@这是索拉卡：别人家的业委会。
@冰蓝色气旋：别想了，许多小区连停车矛盾都解决不了。

点评：虽说食品干燥剂致人受伤是极端事例，但任何伤害对受
害者来说都是灾难和悲剧，确实有必要采取措施予以避免，像包装
上多设置些警示标语等，确保儿童能够识别，远离“危险”。

@甜甜：小时候经常拆开来玩。
@丢盖尔：这种生活经验要家长平时多教。

规定原是双标，

自家吃亏就跳。

储户怼得有理，

治以其人之道。

责权公平对等，

契约精神才保。

银行真该反思，

收回霸王条款。

郑晓华 文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