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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巴糊”的铁路工程
何以能轻松“过河”？
□吴 江

世SHI XIANG ZA TAN
相杂谈

总投资 87 亿元、穿越晋西黄土高原

和吕梁山山地的太原至兴县铁路(简称太

兴铁路)工程，平均每公里需要建设六个

涵洞，涵洞的关键部位本应采用优良材料

填筑，却被大量就地取材的黄土所替代。

根据施工者的实名举报，记者调查发现，

这条正在建设的铁路潜藏的质量问题令

人惊心，连施工者都直言“常被噩梦惊

醒”。（6月30日《经济参考报》）
面对铁路工程质量乱象，就连中国

工程院院士也吁请“查查省下来的钱进

了谁的腰包”。的确，究竟是怎样的利益

驱使，可以让“节省成本”无底线到令工

程质量大打折扣，“省下来的钱进了谁的

腰包”，无疑有望揭开这一谜底。然而，

仅仅是看谁从“节省的成本”中受益，或

许还并非真相的全部。事实上，除了“偷

工减料”自身的利益驱动之外，国内工程

领域的层层分包与低价竞标模式，其实

早已是公开的潜规则，然而，低价中标之

后如何赚钱获利，恐怕也只打质量缩水

的算盘，偷工减料也就在所难免了。“泥

巴糊”的铁路工程背后，其工程管理与招

标环节中，恐怕也难以免俗。

当然，仅仅是施工方的利欲熏心，还

不足以让“泥巴糊”的铁路工程轻松“过

河”。毕竟，任何工程都有监理环节，重点

建设项目工程，当然更不例外。假如工程

监理能够尽职尽责，在取样检验环节其实

不难识破“烂泥充数”，施工单位想要从工

程质量中抠利润，也并非毫无制约。然

而，监理的形同虚设，无疑让最后的质量

关卡也彻底沦陷。之所以“监而不理”，恐

怕也不外乎利益合谋下的蛋。

□毛开云

微WEI SHENG YIN
声音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失败
黄金一代的新闻发言人，似

乎除了公安部的武和平之外，其

他都没有一个好去向。他们受到

了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双重夹击，

媒体和民众的期待过高，而官方

对他们的授权又相当有限。这种

角色期待的冲突，使他们两面不

讨好。 @中青宝曹林

珍惜即时拥有才会少悔恨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

大后才发现还是童年最无瑕；读

书时我们做梦都想工作，工作后

才明白还是寒窗时光最留恋；单

身时羡慕别人出双入对，结婚后

才懂得单身的自由也是一种无比

的幸福......我们是一路向前走，走

过了也就错过了，唯有珍惜即时

的拥有，生命的记忆里才会少一

些悔与恨。 @村上春树作品集

XING BAO SHI PING
报时评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铁饭碗”即将全面打破。我国《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将于

7月1日实施。条例实施后最大的转变是将事业单位与职工确定为“合同关系”，下狠招

打破终身制，实现人员能进能出。（6月30日《广州日报》）
事业单位聘用制“有进难出”的问题，已经在全国多个城市试点中普遍反映出来。

数据显示，到2013年，全国事业单位聘用制度推行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合同签订率均

超过90%。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不完善，尤其是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制度尚未建立，虽然在聘用制层面上明确了要实现人员能进能出，但在实际操作中“单位

人”始终难以变成“社会人”。

在很多城市这么多年推行的聘用合同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聘任走形式或者假聘

任，表面上签了聘用合同，实际上还是“铁饭碗”、“大锅饭”、“保险箱”，聘用制完全成了

纸老虎和稻草人。

说到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聘用制，不得不说深圳公务员聘任制。2007年，深圳在全国

率先试点公务员聘任制，并于2010年全面铺开。7年过去，深圳3200名聘任制公务员，除

27人主动辞职外无1人被解聘，“改革是否走过场”的质疑声不断。

深圳聘任制公务员改革遭遇的质疑，同样会存在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聘用制中。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有进有出”才是聘用制的要义和核心。那么，谁该出呢，为啥该

出？这就需要科学、完善、全面的考核机制。

无论聘任制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聘用制，都需要考核机制做到三点：一是

“精耕细作”——考核精细化；二是“量身定制”——实行分类考核；三是考核姓“公”——

切实做到公平公正、一视同仁。唯有如此，才能解决事业单位聘用制“有进难出”的问题，

也才能推动事业单位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

非FEI CHANG DAO
常道

“我跟同事讲，如果我们对中国金融改革有激活，有创新，如果基于这个，有人
要付出代价，我来。”

——马云在清华经管学院毕业典礼演讲时称，永远坚持理想主义，坚持担当精神、

乐观的正能量。他表示，愿为激活“金融改革”付出代价。

“寻根并非衣锦还乡，也不是抄抄家谱，更不是去崇拜西方的‘贵族精神’”。
——央视最近播出了一个大型“寻根”纪录片《客从何处来》。独立艺术撰稿人廖廖

认为，只看到片中的主角衣锦还乡地看看故土，前呼后拥地抄抄家谱，看不到他们的寻

根之旅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