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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吃空饷”还需完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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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锐评

3月29日，自治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消

息称，我区日前印发了《建

立机关事业单位防治“吃

空饷” 问题长效机制的实

施意见》，旨在巩固机关事

业单位“吃空饷”问题集中

治理工作成果， 进一步从

源头上加强综合治理。（3

月30日《北方新报》）

“吃空饷”由来已久、饱

受诟病，不光“吃法”迥然各

异， 而且“剧情”“精彩纷

呈”， 其本质是利用公共权

力满足私利。 在制度缺失、

监管缺力的语境下，再加上

好人主义作祟，“在编不在

岗”却照样拿工资便见怪不

怪了。不在其位，却谋其饷，

不仅造成了机构臃肿、人员

重叠、开支浪费，也与社会

主义公平公正价值观格格

不入，是一种让民众深恶痛

绝的官场腐败。

我区重拳治理“吃空

饷”正当其时，必须以铁的手

腕、铁石心肠、铁面无私一查

到底、严惩不贷，决不姑息迁

就。清理“吃空饷”，我们不能

仅仅满足于查纠了多少闲岗

闲人，惩处了多少违规人员，

更应从制度性断供上来正本

清源，把公权力真正关进制

度的笼子里。一方面要加快

行政事业单位和人事制度改

革步伐，通过机构科学设置、

政府职能转换到位，进一步

提升行政编制使用效率；另

一方面要完善人员招录、编

制管理、财政预算制度，不仅

要让招录权、 审批权在阳光

下规范运行， 更要让编制实

名、经费支出更加公开化、透

明化。 这样持之以恒地做到

位， 意图吃空饷者也就无从

下嘴了！

文/徐剑锋

3月28日，一条“护士怒

斥医托” 的视频在网上热

传。视频中，值班护士发现

医托后大声呵斥：病人都哭

了，你还骗人钱！她抓住医

托的手，联系保安将医托带

走。很多网友称这位护士为

“侠女”，“为大侠点赞！”记

者了解到， 事情发生在3月

26日，视频中的护士来自南

京市妇幼保健院。

在许多人对于医托敢

怒不敢言的背景下，“侠女护

士”的出现，自然赢得了网友

们的纷纷点赞。不过，护士怒

斥医托的正义感和勇敢精神

固然值得肯定， 但光靠怒斥

显然不能让医托销声匿迹。

视频中，护士有一句话

击中了要害，“你们就是钻

国家法律的空子”。近年来，

“医托”现象愈演愈烈，关键

原因在于法律法规中缺乏

制约条文，没办法对“医托”

进行有力的处罚。一个尴尬

的悖论是， 几乎每个医院、

火车站、地铁口都有医托出

没，但翻遍现有相关的法律

法规，却找不到一条针对医

托的查处条款。

医托钻的是法律空子，

治理医托就必须填补法律漏

洞，加强立法惩治。近年各地

两会，代表委员呼吁立法打

击医托的呼声日渐高涨，有

关部门需要尽快将其提上议

程，加大打击力度，提高违法

成本，使医托一次违法，终身

怕罚。同时，对于雇用医托的

医疗机构也应追究责任，将

其纳入违法失信“黑名单”，

情节严重者吊销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从源头铲除医托

赖以生存的土壤。

怒斥医托

文/张枫逸画/朱慧卿

◎画外音

3月28日， 呼和浩特市

城环公司向本报记者出示

了一份不配合餐厨垃圾处

置单位名单，34家餐饮单位

以私自出售、 垃圾不分类、

不签约等方式为餐厨垃圾

收运制造困难，其中不乏万

达广场、浩翔（部分店面）、

天和大酒店、金百富大酒店

等大型餐饮单位。（3月29日

《北方新报》）

笔者认为，餐厨垃圾处

理难，除了缺少有效管理办

法之外，关键在于执法不严。

事实上，首府早在2011年就

出台了《呼和浩特市餐厨垃

圾无害化处置管理办法》，

2015年市政府再次发布《呼

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于修

改<呼和浩特市餐厨垃圾无

害化处置管理办法>的决

定》， 重新修订了4年前的餐

厨垃圾处置办法。可是，报道

几家单位仍然不按规定处置

餐厨垃圾，可见，解决餐厨垃

圾问题，需要执法硬起来。

在依法监管的同时，还

需从源头抓起，把好餐厨垃

圾回收关。比如，由政府指

定的企业在执行回收任务

时， 不能只收餐厨垃圾，还

应对餐饮企业产生的生活

垃圾一并回收。由于一些单

位不能将生活垃圾一并处

理，餐饮企业只能将生活垃

圾承包给个人清运，因此有

些人经常打着搞卫生的幌

子将餐厨垃圾一起带走。对

此，还应通过拓宽业务范围

加以解决。

总之，依法监管餐厨垃

圾势在必行。期待管理部门

严起来， 执法部门硬起来，

唯此，才能让餐厨垃圾实现

应有的价值，去到该去的地

方，发挥应有的作用。

据《北方新报》报道，因

拖欠水电费，呼和浩特市玉

泉区蒙清苑小区面临断水

断电的危机。 但居民表示，

他们不欠水费，也有钱缴电

费，对于遭遇如此困境表示

费解与不满。

记者的调查让人看清了

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首先，

业主确实按时缴费了，但供水

供电部门也确实有不少费用

没有收上来。问题就出在居中

代收电费的开发商身上。开发

商从居民那里收到的费用远

不抵总表所显示的额度，其中

差额还得由他支付。 短期还

能承受， 时间一长就承担不

起拒绝支付，欠费由此产生。

这也怪不得水电联动断供

了。如此看来，开发商也满腹

委屈，让他背锅也不合适。总

表为啥和分表对不上？ 除了

个别业主盗电外， 其他也没

查出什么名目。 想从这个角

度解决问题， 似乎不是很容

易。其实，谁都清楚，“分表到

户，按户收费”是解决这个问

题的良方， 可该小区因为没

有验收，所以水电移交不了，

水电费只能由开发商代收。

造成这个遗留问题的原因，

是当初相关部门为解决业主

住房要求， 允许未经验收先

交房， 而验收工作迟迟未能

完成。正因为存在先天缺陷，

导致了后遗症发作。

显然，居民所面临的困

局，是房屋开发以及交付过

程中的种种不规范所导致，

不应该由他们承担后果。无

论如何，居民的合法利益都

应该得到保障。解决此事，既

需要水电部门根据实际情况

作出一些让步，更需要相关

部门督促开发商早日完成验

收移交水电，彻底解决问题。

管好精神病人要有周全措施

文/山歌

据《北方新报》报道， 3月28日，首府一女性精神病人

两次在交警岗亭附近纵火。 玉泉区公安分局兴隆巷派出

所接警后，将其带回派出所临时安置，并联系到其家人。

不出意料的话，民警会对其家人批评教育一番，要求加

强监管，之后就可以领人回家了。没有造成什么重大损失，

何况还是精神病人，警察不可能对其采取严厉措施。《刑法》

早有规定，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

时候造成危害结果， 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 不负刑事责

任。此事看似已了，可风波难平。纵火这种行为较为极端，精

神病人业已形成了固定的行为模式， 恐怕单靠说服教育是

改变不了的。一旦家人疏于监管，该病人再跑出来点把火，

可能就要出大事了。所以，这个单一事件的及时处置并不意

味着圆满解决问题，彻底杜绝隐患才是真正解决了问题。

由精神病人导致的各类案件、甚至恶性案件近年来在

我国多有发生。由于法律无法对这个特殊的群体体现惩戒

力，如何做到防患于未然，是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家

属或者监护人当然应尽首要责任，可无力管护或者弃管者

不在少数，这时候政府必须有所行动，通过帮扶或者强制

就医等手段稳妥处置精神病人。既让其病有所医，体现政

府的人文关怀，也可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造福广大群众。

让节水成为习惯

文/程绍德

3月28日，自治区水利厅工作人员向呼和浩特铁路林

场社区居民介绍水生态文明建设、 节约用水小窍门等相

关知识，加强居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责任意识，为

创建节水型社会营造良好氛围。（3月29日《北方新报》）

呼和浩特市位于自治区中部，地处北方干旱半干旱

地区，水资源贫乏，是全国严重缺水城市之一，虽然发展

后劲十足， 但水资源的短缺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

制约因素之一。

一般来说，在不缺水的时候，人们似乎都以为水是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此浪费水现象非常严重。因为

水费比较便宜，一些人在用水上就大肆挥霍，一盆水能解

决的问题却用了多盆水；野蛮施工经常挖断地下管道，导

致自来水大量流失； 面对滴漏的水龙头或渗溢的水管视

而不见……只有到了真正缺水的时候，才想起来应该节

约用水，可是已经太晚了。

“地球上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类的眼泪”，这句耳熟能

详的标语， 看似有点危言耸听， 但反映的却是残酷的事

实。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珍惜这些有限的生命之水，这就需

要每个社会单位， 每个家庭， 每个公民都能注重节约用

水，并且成为一种自然习惯。

◎不吐不快

把好餐厨垃圾回收关

文/梅新

水电问题并非无解

文/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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