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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与说明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
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
人士致歉。
挑错热线：010-67106710
栏目编辑：李赛

【文字更正】
1.3 月 13 日 A18 版

《路面塌陷 燃气管受
损泄漏》（校对：徐骁
编辑：李东）一文，第 1
栏倒数第 1、2 行“路面
出面一个长四五米，宽
3 米的大坑”中，“出面”
应为“出现”。

2.3 月 13 日 C02 版
《学术界的“异数” 校
园里的“风景”》（校对：
李铭 编辑：涂志刚）
一文，第3栏倒数第5、6
行“投入巨大经历从事
这项工作”中，“经历”
应为“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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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

“政府欠薪”，要对官员问责
针对政府工程项目欠薪，五部委曾专门下发文件，关键还在于是否执行到位；而且，既然恶意欠薪

已于去年入刑，司法机关也要勇于追究相关责任官员的刑事责任。

■ 观察家

“宽带不宽”不能怪政府不支持

来信

有了国家的支持，中国的宽带建设会更好，但没有国家支持，中国的宽带也不应很差；中国运营商
是国有垄断企业，还有比“垄断资格”更大、更优惠的“政策”？

无偿献血
公务员该带头

据 报 道 ，全 国 人 大 代
表孙菁领衔提出议案，建议
将无偿献血规定为年满 18
岁至 65 岁身体健康的公民
的义务，特别是国家公职人
员除健康因素外，每年献血
应不少于一次。

按理说，积极参与无偿
献血，保障广大公民生命健
康安全，应该是每个公民的
义务。《献血法》第七条规
定：国家鼓励国家工作人
员、现役军人和高等学校在
校学生率先献血，为树立社
会新风尚作表率。然而，令
人遗憾的是，在献血者中公
务员却是极少的一部分，有
些甚至靠“强制”，与公务员
作为公民心中应有的形象

不符。
而今，代表们建议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
规定公务员每年至少义务
献血一次。这对公务员主
动献血，既是一种约束，也
是一种倡导。如果能够真
正落到实处，对缓解城市

“血荒”将大有裨益。
如果公务员都能主动

献血了，无偿献血使用管理
公示、无偿献血奖励等配套
制度，也必须尽快完善。

□吕右雨（公务员）

学校撤并考虑过
孩子会失学吗

民进中央今年提交的
提案显示，从 2000年到 2010
年十年间，我国农村的小学
减少了一半，平均每天消失

56 所农村小学，这成为诱发
学生辍学的新影响因素。
民进中央建议明确因地制
宜撤并学校的政策因素，规
定农村学校撤并的标准，建
议设底线。

究竟该设怎样的底线
呢？笔者认为，底线应该是
不让孩子们上学不便。

我的老家在河南农村，
去年冬天回家，我看到了村
里的孩子们上学是多么不
便。我们村是个有两千多
人的村子，然而，因为学校
合并，不论天气如何，孩子
们都要去 1.5 公里外的学校
上学。孩子们的父母很多
外出打工了，没有大人接
送，路途安全让人担忧。

为什么有两千多人的
村子里，有一百多名学生的
学校要撤呢？记得二十年
前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学

生还不到一百人，学校还是
办得很好。当地政府和主
管部门不能仅仅考虑财政
负担，首先要考虑孩子上学
是否方便。

□西风（职员）

“教”超市如何
分辨“注水肉”吧

据 报 道 ，“3·15 消 费
者权益日”即将来临，3 月
12 日 北 京 朝 阳 工 商 和 沃
尔玛朝外店举办活动，邀
请专业人士为消费者现场
讲解辨别注水肉的方法，
如何挑选新鲜肉类、果蔬
商品，并向顾客普及食品
卫生知识。

这几年来，让“注水肉”
闹得，市民连肉的好坏都分
辨不清了。每次买肉总要

在柜台前待很长时间，左挑
右选，左看右看，心里始终
不太踏实。上周日，笔者到
超市想买点五花肉炒菜用，
旁边也有一位老太太在看
肉，不时用手捏一捏，服务
员就在那里看着，也不吱
声，老太太足足挑了有五六
分钟，才要了其中的半块
肉。笔者心想，老太太挑肉
肯定有“经验”，于是，顺手
也把老太太买肉时割下的
另一半肉要了。

其 实 ，教 市 民 长 一 双
“慧眼”虽然也多少有些效
果，但如果都让消费者来为
肉的质量“把关”，那消费者
活得就太累了。有关部门
更应该做的，是“教”超市、
菜场等场所学会辨别注水
肉，坚决把劣质肉类在上市
之前扼杀。

□舒心萍（市民）

两会上，政协委员牟新
生表示：虽然恶意欠薪已入
刑，但依此判刑的很少，至
今仍有近30%的农民工被欠
薪。他认为：“法院不是不
想判，而是因为很多农民工
薪水就是政府欠的。一些
政府的形象工程是大工程，
老板承包了工程，垫了资，
最后政府一直赖账。”

近年来农民工欠薪成
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
政府工程欠薪的社会影响
更恶劣，一方面严重败坏了

政府公信，一方面因为是政
府欠薪，也让农民工维权更
困难。远的有2003年，温家
宝总理为熊德明讨薪；近的
有河南省高院院长带着农
民工到河南省遂平县公路
局讨薪。

今年 1 月深圳两会上，
陈亿武委员称，春节前，深
圳很多施工单位都没给工
人发工资，讨要工钱时得到
的回复是：政府没钱给他
们。陈委员质问：“既然没
钱，当初发改委为什么要立
项？”政府不能把预算不足，
拨款滞后等政府内部的问
题，转嫁到最弱势的农民工
身上。

事实上，去年1月底，人

社部、发改委、监察部、财政
部、住建部五部委曾发布

《关于加强建设工程项目管
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的通知》，规定“对于政
府工程项目因拖欠工程款，
导致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政
府部门要立即予以清偿，先
行垫付被拖欠的农民工工
资；并且，如果地方政府未
能解决拖欠工程款问题的，
除极特殊原因外，一律不再
批准其新建政府投资工程
项目”。

国家部委层面的态度
很明确：地方政府拖欠农民
工工资，就要叫停地方的投
资项目审批。这对于仰赖
GDP增长的地方官员来说，

非常有“杀伤力”。但，这一
规定在现实中，并未对地方
政府形成“硬约束”，除了要
追问是否严格执行到位之
外，关键或许还在于，问责
有没有具体到官员个人。

一旦发生欠薪事件，除
了叫停投资项目审批之外，
责任部门的官员是否要受
到追责？《通知》只提到，“政
府或政府部门工程项目拖
欠工程款导致拖欠工资问
题引发严重群体性事件的，
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责
任人员的责任”。如果能进
一步明确，只要发生欠薪事
件，均应根据情节严重程
度，追责相应官员，规定应
能更具约束力。

把政府欠薪和官员问
责挂钩，办法还有很多。比
如，宁夏曾出台政策，将农
民工工资清欠工作，纳入地
方 政 府 效 能 目 标 考 核 体
系。这也值得其他地方借
鉴，要让官员明白，拖欠农
民工工资，会直接影响到个
人的升迁荣辱。

此外，既然恶意欠薪已
于去年入刑，既然地方政府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情并
不鲜见，那么就需要司法机
关拿出执法勇气，针对一些
典型的恶劣案件，追究责任
官 员 恶 意 欠 薪 的 刑 事 责
任。如此，一些地方官员才
能真心明白，欠薪并不是小
事一桩。

“宽带不宽”一直饱受
民众质疑，近日在两会上也
成为一些代表委员热议的
话题。《人民邮电报》近日刊
文称，中国宽带网速国际排
名大幅下滑，与发达国家差
距急剧拉大。发达国家纷
纷举国家之力主导或扶持
宽带建设，给予税收、补贴
等优惠政策，而在中国依然
把发展宽带主要视作运营
商的社会责任，宽带发展主
要靠产业自身力量。

作 为 行 业 权 威 媒 体 ，
《人民邮电报》终于承认中
国宽带网速远落后于世界
水 平 ，“ 宽 带 价 格 相 对 偏
高”，这与其之前坚决驳斥

中国宽带高价论的立场有所
转变；只是，它把宽带网络落
后的根本原因归结到政府身
上，隐约指责政府在宽带发
展方面支持不够。这是否真
的触及中国宽带发展缓慢的

“根源”？仍需商榷。
近几年来，中国的宽带

建设一直缺乏政府引导资
金和政策支持，这是事实；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多个
国家推出国家宽带战略，数
千亿美元的政府资金投入
是事实；中国政府向“铁公
机”（铁路、公路、机场）投入
数万亿“救市”资金，宽带却
未能分一杯羹是事实；宽带
建设具有公共属性，需要政

府的支持与投入也是事实。
但这些事实都不应该

成为回避民意、为运营商
卸责的理由。正确的逻辑
是，有了国家的支持，中国
的宽带建设会更好，没有国
家支持，中国的宽带也不应
很差。

该文认为，国外的电信
运营商获得了其本国政府
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因此才
飞速发展，而中国运营商建
设宽带却是在“承担社会责
任”，恰恰忘了，国外的运营
商多是自由竞争环境下的
私企，而中国运营商却是国
有垄断企业。以其国有性
质，承担社会责任本就属题

内应有之义；以其“垄断资
格”，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大、
更优惠的“政策”？如能异
地而处，肯定有无数国外运
营商宁肯要“垄断资格”而
不要资金扶持。

两会期间，各个利益群
体都在发出主张和诉求，电信
业也不例外，每个行业都希望
能够得到国家的重点扶持，这
很正常。但这些诉求是否合
理，却需要资源分配者站稳立
场，多方调查而做决策。

有了充足的资金，中国
的宽带大业就能万事大吉
吗？只怕也未必。尽管这
几年政府减缓了投入，但在
此之前，电信网络却经历过

浪费严重、重复建设严重的
另外一个极端。几十个部
门建设了全国性专用通信
网，2000 多个企业建设了局
部性专用通信网，当时有业
内人士指出，因重复建设造
成的浪费超过 2000亿元，有
关部门曾连续两年开展了
光缆网络和电信建设市场
的清理整顿工作。

在宽带建设领域，主要
问题是发展不平衡，而不是
投入不足，国家要加大扶持
没错，但重点应是偏向农村
和偏远山区，至于商业利益
集中的城市地区，还是交给
市场为好。

□信海光（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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