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6日，360新闻搜索提供的数据显示，“两会热搜词”的榜单中，“两会提案
议案”排名第一。教育、环境、三农等老生常谈的问题，仍是持续关注的热点；“一
带一路”等发展新战略、草根创业潮、破除出租车垄断等社会新热点正在“崛起”；
公车改革、养老“并轨”等问题，也伴随改革的推进落实与解决，悄然由“热”转

“冷”。
今年两会你关心啥问题？各位读者，请一起来讨论讨论吧。投稿邮箱：

zzwbsy2013@163.com。

赵爽

2月27日开始,枣庄学院艺术考试就拉
开了序幕。参加考试的学生和家长对“艺考”
态度不一，真想考的有，升学无望、不得己才
来考的也有，凑热闹的也不少。

每年一到“艺考”季，“千军万马挤独木
桥”的壮观场面就来了。这种情况下，更要理
性对待，千万不要盲从。从时下来看，家长们
都“望子成龙”，不少更希望以“速成法”，让孩
子考上理想的学府。在他们看来，“艺考”只是
一块敲门砖，而不一定是真正的兴趣所在。

毕竟，吃艺术这碗饭不容易，当这“家”那
“家”的就更难了。走上艺术这条路，除了需要
天赋外，更要耐得住寂寞，要有为之“奋斗”终
身的准备。那些想让孩子以“速成法”通过艺

考的家长似乎并没有考虑这么多，他们为了
孩子的艺考，花费很大，少则万元，多则几万，
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收获“成功”。

条条大道通罗马，成材之路宽又广，“艺
考”只是人生道路上的一条路。只要肯努力，
每条路都能通往成功，就看你如何去做了，没
必要非得挤这座艺考的“独木桥”。根据自身
条件，“量体裁衣”才是明智之选。笔者朋友的
孩子，上高中时喜欢画画，当他看到“千军万
马挤独木桥”式的“艺考”时，决定不去凑热
闹，而是把绘画当做爱好来培养。考上大学
后，他利用一切机会钻研绘画，毕业后更以此
专长当上了一家省报的美术编辑。

因此，热爱艺术的你，或希望以此“曲线
救国”的你，在炙手可热的“艺考”前冷静冷静
吧，理智地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走上艺
术之路，如果是，请加倍努力；如果不是，请另
辟蹊径，有时曲径也能通幽。

“艺考”不“易考”，需要理性看

@南方都市报：中科院院士施一公痛
批，现在科研机构、大学教授忙于应付一顿
顿请客，“能不能还教育科研一个本质，让教
授是以教学科研为主，而不是以打工、开会、
应酬为主？”他表示，要改变这个现象，需要
从根本上改变科技体制和评定体制。

@新华视点：“立法法是一部‘管住法
律’的法律，又不管衣食住行，那跟我离得相
当遥远啊！”董小姐惦记的还是兜里的钱、出
行的车。在听了代表委员和专家的解读后，
她才发现最初的想法有点“弱”，自己关心的
工资、出行那些事，立法法还真的都管得到。

@人民日报：“虽然我很想再给你们写
段子，但确实对不起大家，亲亲的我走了！”
因患白血病，22岁成都“最帅协警”秦思瀚7
日晚去世。他本名秦云龙，曾是成都双流国
际机场协警，年轻帅气、阳光开朗，他的病情
引网友关注。网友致哀，“天堂的你依然帅气
逼人”。

@南方周末：伊朗导演贾法·帕纳希的
《出租车》获得了第65届柏林电影节的最佳
影片奖，但他被限制出境无法出席。“他没有
让自己的精神被摧垮，没有放弃，没有让自
己陷入愤怒和烦闷，贾法·帕纳希给电影写
了一封情书。”颁奖词如此说。

王立雪（本报）

2015年3月到2016年12月，最高检将
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专项立案监督活动”和“危害食品药品安
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检察机关集中
力量突出打击破坏环境资源和危害食品药
品安全两类严重犯罪。

环境保护和食品药品安全是老百姓十
分关心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品
质、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打击环境和食
药领域犯罪势在必行。

环保是今年两会最热门话题之一。据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监测分析，两会开幕以
来，关键词“环保”的整体搜索指数为
2648，整体环比上涨 293%；从媒体报道量
来看，截至3月4日10时，与环保相关的网
络新闻报道近10万篇，从报道走向来看呈
现出继续增长的态势。最高检在全国范围
部署开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
督活动”，也是顺应群众诉求，开展查办破
坏环境资源犯罪活动。

近年来，我国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
大，但环境污染仍然严重，雾霾时常来
袭。有些企业偷排偷放，一些地方政府片
面地追求发展速度，不惜牺牲环境，其症
结在于扭曲的发展观与政绩观。有的地方
出现了“一方致富，八方遭殃”，“吃着祖
宗饭，砸着子孙碗”的破坏环境资源的恶
劣行径。可以说，政绩观“污染”是最大

的环境污染。当然，其中还有对破坏环境
资源犯罪行为惩处不力、有法不依、执法
不严等原因。因此，对“破坏环境资源保
护罪”的犯罪行为，必须严惩不贷，并依
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加大对破
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打击力度和震慑力。

食品药品安全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命
安全，关系到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
定。食品药品生产是良心事业，必须有社
会责任感。对食品中违规添加的添加剂、
防腐剂等要坚决查处，对假冒伪劣药品要
彻底整治，围绕食品药品的重点品种、重
点环节、重点区域和重点对象，更要深入
开展专项整治。

这次最高检将依法监督行政执法机关
移送、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一批涉嫌破
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案件和危害食品药品安
全犯罪的案件；严肃查办一批破坏环境资
源犯罪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背后的职
务犯罪；推动在环境资源监管和食品药品
监管领域普遍建立、完善案件移送标准和
程序。检察机关将重点围绕以上三方面目
标开展专项监督活动，这些活动，将增强
打击力度，有效遏制此类犯罪的多发态
势；发现负有监管职责和侦查职责的国家
工作人员失职渎职、贪污受贿、充当“保
护伞”的，将依法予以严惩，促进依法行
政和依法行使侦查权。同时，建立信息共
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促进“两
法衔接”机制的有效运行。

长此以往，环境才会更美好，食品药
品也将更安全。

对环境和食药领域犯罪
要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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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观察

程赤兵

7日，多地人社部门表示，职工、城镇个体
劳动者或者退休人员死亡后，基本养老保险
费个人缴纳部分可以依法由继承人按规定继
承。这一表态源于全国人大代表、中信重工
董事长任沁新在两会抛出的问题：“工薪族用
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交钱，但是可能到去世，自
己交的钱还没有领完就‘充公’了，难道我们
只能寄希望于活得久一点吗？”

人大代表提出退休人员去世后养老金充
公的命题，最后被证实是个“误会”。早在
2011年6月，人社部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就白纸黑字写

明了“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死亡后，
其个人账户中的余额可以全部依法继承”。

但说这个命题是个“乌龙”，又不完全准
确。许多媒体也随之发表评论，讨论养老保
险该不该继承、怎么继承、是不是公平。

已经考虑完毕、征求过社会意见并正式
发布执行的养老金继承一事，就这么重新成
了讨论的话题。

就此产生的疑问是：国企的董事长都对
养老金继承一事不清楚，那么普通职工会不
会清楚呢？这确实得画一个大大的问号。从
媒体报道的各省的具体规定来看，似乎也不
是很明确。比如，有些地方规定的，是个人缴
纳的部分（工资的8%）可以继承，单位缴纳的
部分（工资的20%）进入“统筹”——也就是所
谓“充公”；完全自己缴纳养老保险的灵活就
业者或个体户则是8%继承，12%统筹。这和

人社部规定的“全部依法继承”也有很大差
距。

说白了，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最
后一公里”的问题。一项人社部颁布的规定，
到了具体落实的时候，就“笼在云雾中”了。
执行的标准，不知道是不是打了折扣，具体的
程序也不明了，官员、老总都还在就此提问。
如果不是这次“误会”导致人社部门出来解
释，媒体去翻文件，也许还有很多人都在糊涂
之中。

这是一种尴尬，但这种尴尬并不仅仅存
在于关于养老保险继承的这一个命题里。在
生活的很多地方，都存在着类似现象。明明
政策有了、规定出了，大家却不知道，知道了
也不明白该怎么办。比如医疗费用的异地报
销，目前有许多前提条件。对这些条件，许多
人就不清楚，有的人享受不到，有的人则不知

道可以去享受。解决这一类的尴尬，最重要
的是透明。政府出台了改革的政策、新的规
定，一定要告诉大家来龙去脉，最明确地予以
强调和说明，甚至可以组织相关的系统如人
事部门予以培训，通过各种途径广而告之。
另外就是要有服务意识。公众不可能总盯着
政府部门的网站看，很多情况下也不是内行，
所以，在办事机构中要有让人一目了然的指
引。具体到养老保险继承这件事情上，必须
告诉大家，能继承的到底是什么？金额怎么
计算？什么人有继承的资格？需要怎么申
请、怎么办手续、提供什么证明材料？钱多长
时间能回来？有了争议该怎么办？这些事
情，不可能每个人都了解，但至少要让人社部
门的人员了解，要让企事业单位的人事部门
了解，当然，更应该让人大代表们了解。

“养老金充公”伪命题真尴尬
来稿邮箱：zzwbsy2013@163.com 新浪微博：@枣庄晚报-声音

法晚

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
大江苏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

简政放权必须要打通“最后一公里”，“本
来是很简单就能做好的事情，你搞得那么
复杂。企业想退个税，不能让他们过五关
斩六将，跑断腿还找不到门”。

给企业“松绑”，让市场活跃起来。

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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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观点

微言大义

百姓说话

画里有话画里有话

云端中

深挖坑、栽大苗、浇水、涂白……初春时
节，薛城区城乡各处，到处都是义务植树的忙
碌身影。3月4日下午，薛城区林业部门报表
显示，截至目前，该区已栽植杨树、桃树等各
类苗木42万余株，开挖树穴53万余个。（3月
6日《枣庄晚报》）

绿化不仅能改善现有的环境，还能惠及
子孙，是一件需要坚持的大好事。但植树活动
年年进行，却未必能让绿色越来越多。很多人
植树只停留在种植阶段，忽略了“善后”工作。

今年伊始，薛城区以“推进城乡绿化 建
设美丽薛城”为主题，确定五项重点绿化工
程，按照属地管理和职责分工，将造林绿化任
务细化、分解，还出台了《开展城乡大绿化进

一步推进生态薛城建设考核奖惩办法》，年终
将采取动态考核与专业考核相结合，对镇街
进行奖补，对百姓来说，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好
事。但同时也应看到，绿化这个大工程不能停
留在年年植绿的阶段，应让绿化地带“开枝散
叶”。不少植树活动雷声大雨点小，只管栽种，
不问成活与否。笔者曾参与过几次植树活动，
每次都是在同一个地方。为什么年年植绿，却
不见绿色蔓延呢？究其原因，还是植树节过后
养护乏人问津。

植绿更需护绿，树木需要各种后续的养
护，施肥浇水防治病虫害，阻止人为伤害和
动物啃食等等，这一系列的后续养护，更需
要责任到镇街和个人。近几年，滕州的绿化
成果有目共睹——栽树种草是初级阶段，绿
地被各个单位认养才是实现“花之城绿之
都”这个城市理想的重要原因。因此，只有
把各项后续工作真正落到实处，薛城看绿才
能变成现实。

薛城看绿：植绿更需护绿

网言个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