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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1.8 月 22 日 A17 版

《非洲的反恐先锋》（校
对：徐骁 编辑：王晓
枫）一文，第 1 栏第 3 行
中“经济最达的国家”
应为“经济最发达的国
家”。

2.8 月 22 日 A26 版
《建 筑 垃 圾 可 降 低 八
成》（校对：薛京宁 编
辑：贾鹏）一节，第 2 栏
第 3 行中“钢才”应为

“钢材”。

■ 社论

愿“就地办护照”的好政策更多些

据公安部消息，自9月1
日起，在北京、天津、上海、
重庆、广州、深圳等6个流动
人口较多的城市，非本市户
籍就业人员和高等院校的
在读大学生，可就地提交出
入境证件申请。

公安部的这项便民举
措，在网络上赢得了普遍的
赞誉。尽管还有更多的期
待，比如身份证和户口本
能否只取其一、能否让更
多城市尽快加入“便民”行
列等，但总体来讲，这样的

“ 破 冰 ”之 举 值 得 充 分 肯
定 。 六 大 城 市 的 先 行 一
步，已然给成千上万民众
带来了极大便利。而这种

政策的价值，不仅在于减少
诸多本无必要的奔波，还让
人看到一种希望——在技
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很多公
共服务，其实是可以逐步和
户籍脱钩的。

信 息 技 术 的 不 断 进
步，已经到了使空间距离

“天堑变通途”的时代。在
纸质办公年代，在网络技
术未普遍运用之前，如果
说因为各种资料无法共享
查阅，让公民回户籍所在
地办证是迫不得已，到了
当下，在这“联网”已是常
态的时代，再让公民为回
乡办证而跋山涉水，恐怕
就不合时宜了。

技 术 在 飞 速 奔 跑 ，政
府的服务理念需要跟上这
样的脚步。人们陆续看到
了 异 地 交 通 违 章 信 息 联
网、犯罪记录联网，那么公
共服务的内容，人们也期
待早日实现联网。在哪里
工作、在哪里纳税，就可以
享受哪里的公共服务。好
在，一些可喜的迹象已在
陆续出现。就在上个月，
民政部表示，今后婚姻登
记信息将实现全国联网，
届时民众可异地领取结婚
证。和此次外地人可“就
地办护照”一样，“就地领
结婚证”既是拜网络技术
发达所赐，也得益于政府

部门理念的转变。
人们乐见更多类似的

转变出现。信息时代，不仅
仅为社会“管理”提供了方
便，也同时为社会“服务”提
供了便捷。这种便捷，要千
方百计让民众感受得到。

事实上，技术提供的永
远只是一种客观手段，如果
没有政府的观念更新，技术
再先进也是枉然。比如，社
保 的 异 地 转 移 接 续 问 题
——社保信息难以实现全
国联网，症结恐怕不在于技
术本身，除了社保资金统筹
层级较低之外，各地自打算
盘、自造壁垒是更重要的原
因。这背后，少不了地方利

益考量和博弈。但只要技
术提供了可能，有关部门理
当不懈推动各种“联网”。
相信技术的先行，最终也会
成为转变政府观念、理顺利
益纠葛的助力。

“就地办护照”从6个城
市开始，权作是试点，最终
还是要全国通行。改革，或
许不会一步到位，重要的是
找准方向、迈出脚步。户籍
改革也是如此，看起来千难
万阻，若从一个个具体的内
容着手，把和户籍捆绑的公
共服务逐步剥离，户籍隔绝
的坚冰终会在润物细无声
中被消融。

相关报道见A21版

非本地户籍人士“就地办护照”，不仅在于减少诸多本无必要的奔波，还让人看到一
种希望——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很多公共服务，其实是可以逐步和户籍脱钩的。

来信

“15次吃5万”
就不“超标”了吗

近日，浙江省余姚市财
政局在一家鲍翅馆的 5万余
元 餐 费 转 账 支 票 引 发 热
议。网友称财政局一次性
消费 5 万元餐费，超过政府
接待消费标准。对此当地
财政局回应称，支票属实，
但 5 万元为接待 15 批次 27
桌来客的累计支付费用。
涉事饭店回应称财政局未
点鲍翅。

余姚市财政局的 5 万元
支票被曝光之后，居然未见相
关官员一声道歉，也未见有关
部门介入调查。余姚财政局
还一直在辩解，但15批次吃掉
5万元就不超标了吗？

按照《浙江省级党政机
关公务接待工作的若干规
定》的有关接待上级和兄弟

省（市、区）人员的标准规定，
“用餐，省部级干部（包括随
行人员），区别不同情况，每
人每天 80－100 元；厅局级
及厅局级以下干部，每人每
天 50－80 元。……陪餐经
费开支标准：省委、省政府领
导出面陪餐的，人均 100－
120元；厅局级领导出面陪餐
的，人均80－100元。”

按照这个标准，15 批次
27 桌共 289 人吃掉 5 万元，
人均招待费仍然达约 173
元，不是远远超出了政策规
定标准吗？

□何勇（公务员）

住房维修基金
能否交给业委会

每个业主都应缴纳住
宅专项维修基金，用于日后
房屋“养老”。据《中国青年

报》报道，仅查到公开资料的
17 个城市的数据总额，已超
过 1000 亿元。但这项和自
身权益息息相关的钱，应该
如何使用，如何查询，如何监
管？使用维修基金要经过哪
些程序？对这些事，大多数
业主都弄不清楚，甚至一些
基层政府部门也搞不明白。

在房价高企的现实下，
包括住房维修基金在内的
各种收费，对许多民众来说
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一
身烂账的住房维修基金，现
在 到 了 正 本 清 源 的 时 候
了。作为业主，有权利要求
相关部门公开相关信息，譬
如这些年来的收益情况、使
用情况。

此 外 ，从 制 度 层 面 考
量，在使用率只有1%的情况
下，这笔钱还有没有收的必
要，收费比例是否需要适当
调整，管理模式是否需要改

进？最重要的一点是，既然
行政主管部门管得并不好，
那么是否可以考虑，由业主
委员会来直接管理这笔基
金？无数事实都已经证明，
只有自己管理自己的钱财
才最符合经济理性。

□吴龙贵（职员）

央企工资的
官方数据在哪

近 日 ，有 媒 体 发 布 的
《2011 中国央企工资报告》
受到网友热议。报告称，
2011 年央企及其上市子公
司在职员工年平均工资为
102965 元，是当年城镇私营
单 位 在 职 员 工 年 均 工 资
24556元的4.2倍。

长期以来，曾有个别央
企被爆出高工资、高福利，
所以涉及央企工资的相关

数据很受关注。这也是这
份媒体调查数据之所以受
关注的原因。

笔者注意到，尽管国资
委曾发布过《关于开展中央
企业职位薪酬调查工作的
通知》，要求自 2008 年开始
在中央企业开展职位薪酬
调查工作，但调查结果并没
有公开。统计部门也披露
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其
中就包括国企，但看不到央
企和地方国企的工资数据。

不知是什么原因，完整
的央企工资数据始终是一
道谜。这究竟是因为央企
工资过于敏感，还是认为工
资数据属于商业秘密？央
企不同于一般私企，公众作
为出资人有权知道央企工
资数据并进行监督。如果
有关部门掌握数据而不公
开，出资人如何去监督？

□冯海宁（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