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水道堵塞冒污水马路出现“大水池”

本报讯（记者赵锐）“下水道
直冒污水，马路积水都成水池了。”日
前，家住合群路信阳职业技术学院附
近的黄先生向本报反映，他家门口的
马路下水道已经堵塞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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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了，希
望有关部门尽快解决。

记者随后来到现场，只见污水不
停外溢， 淌满了整个非机动车道，刺
鼻的臭味扑面而来。流淌的污水长约
百米，宽约一米，上面漂浮着各种污
物，整个非机动车道都是污水。污水
积在路面上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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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平方米的
“水池”，摩托车、轿车一经过，便会溅
起污水。一些居民抱怨，由于是学校
门口，每天早中晚都有大量做各种熟
食的小商贩云集在这条几百米的马
路上，他们不仅严重占道经营，而且
遗留下大量的垃圾，再加上许多学生
把垃圾随手乱扔，导致下水道经常堵
塞。在马路边不远处，记者看到下水
道里塞满了各种垃圾。

一位老伯气愤地告诉记者，堵塞
的下水道一直没人管，任由污水满地
流，臭气熏人，路过的人都要捂着鼻
子，有时发臭的剩饭满地都是，行人
只好绕道而行。 自从下水道堵塞后，

小商贩们把摊位全摆在了人行道上，

人行道本来就不宽，现在在人行道行

走都困难。近几天，附近的居民也多
次往相关部门打电话，希望能好好治
理一下。

据悉，截至记者发稿时，相关部
门已对堵塞的下水道进行了初步的
处理。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
要大家的共同维护。

□

本报记者张超文
/

图

□

郭松民

“团购电警棍自卫”的隐忧
“小区接连发生入室盗窃

案，深感居住不安全，大家一起
团购电警棍自卫吧。”近日，湖北
武昌某小区因频发被盗案件，业
主没有安全感，某业主看到网络
上有自卫型的电警棍叫卖，于是
想到召集邻居们一起团购。（

1

月
3

日《楚天都市报》）

如果我们排除了发起人故
意炒作或心怀恶意等因素，而是
他真的感到有自备警棍以自卫
的必要的话，那么这则“团购召
集令”， 就的确只能被认为是当
地政府， 尤其是警方的一种耻
辱，因为社会治安是一种最基本
的公共产品，是老百姓对一级政
府最低限度的要求。

也许有人会说，情况可能并非
那么严重，小区居民不过是想通过
此举来唤起警方对小区治安状况
的注意。就算是这样吧，如果居民
不得不用这种“非常”之举来唤起
警方的注意，那也只能说明警方是
“非常”官僚的，以至于居民无法通
过正常的渠道向警方反映自己对

治安的忧虑。

居民“团购电警棍自卫”，其实
还潜藏另外一种危险的趋势，那就
是“私刑”有可能以此为滥觞，逐渐
泛滥。私刑出现的原因固然多种多
样，但政府不能提供基本的安全保
障， 也常常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诱
因。 由于私刑很难受到法律制约，

所以私刑对象的权利也得不到任
何保障，私刑泛滥的另一面，就是
每个人都丧失了安全感。

当然，一个地方社会治安的
恶化，原因通常是复杂的。不过，

无论治安状况恶化的原因有多
么复杂，都不能成为警方推卸自
己责任的借口，这个道理，和负
责大堤安全的人，不能以上游下
了大暴雨，就可以放任洪水泛滥
的道理是一样的。警方的责任就
是要确保社会治安，社会治安出
了问题，则意味着警方的失职，

在这个问题上， 任何听起来振
振有词的辩解，都是多余的。

金牛山办事处真情解民忧
本报讯（陈军委）河区金牛

山办事处一直把关怀弱势群体、

关注民生工程摆在工作首位，采
取多项措施， 增加农民收入。

2009

年，该办事处农民人均纯收
入达

7189

元，同比增长
20%

；实现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278

人。

真情关怀弱势群体。该办事
处对五保人员、低保户进行了扩
面和复核，建立健全了动态管理
机制，复核认定五保

20

人，农村
低保

212

户
390

人， 城市低保
107

户
258

人；

2009

年共发放五保金
2.8

万元， 城乡低保金
36.9

万元；

对
5

户残疾人家庭的危房进行了
改造，对

10

位白内障患者进行了
复明手术， 为

8

位肢体残疾人发

放了轮椅，给
85

户困难家庭发放
救济款物共计

10000

元； 对
15

位
农村大病患者，除了按新农合规
章报销部分医疗费外，办事处另
外发放医疗救助金

30473

元。

积极做好劳动和社会保障
工作。

2009

年， 该办事处城镇新
增就业

1038

人，下岗失业人员实
现再就业

402

人， 就业困难对象
实现再就业

160

人， 农村劳力转
移就业

220

人， 为下岗失业人员
进行再就业培训

415

人。

扎实开展信访工作， 认真听
取群众意见与呼声。

2009

年，该办
事处共接待来信来访

21

起
103

人
，按期结案率达

100%

，没有发生
赴京、赴省越级集体上访事件。

视觉新闻

日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颁奖晚会。晚会
上，该院各系学生纷纷用各种方式展示自己的才艺水平。图为学生们在展
示书画作品。 本报记者孟磊摄

本报曾对市五中道路入口处
路面损毁现象进行过报道（见
2009

年
7

月
24

日《信阳日报》六
版）。数月过去，记者发现，该路损
毁处不但依然如故， 而且路边围
墙上宣传栏里的健康知识教育内
容也不见踪影。“不知道是人为破
坏还是相关部门要换新的宣传内
容，反正空着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周边居民反映。

本报记者杨柳 摄

学校怎就成了“小金库”泛滥区
□大中小学均以各种名义收费自用□家长不堪重负无

可选择□教育工作者认为政府投入不足是祸源之一

调查缘起———————

2009

年
12

月
21

日，广东省纪委通
报，广东全省于当年共发现“小金库”

300

个，涉及金额近
1.3

亿元，已追究
有关人员党纪政纪处分

15

人，行政处
罚
18

人，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11

人。

广东省纪委常委、省委巡视办主
任姜斌介绍说， 在这次专项治理中，

教育系统发现“小金库”的占相当大
的比率。媒体也发现，教育系统成了
“小金库”的重灾区。

前不久， 广州市东风东路小学原
校长刘燕文因私吞学校“小金库”资金
而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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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前，广东省纪委通报全省
整治“小金库”结果，教育系统被判为
“重灾区”……短短的时间里，教育与
欲望、 金钱的纠葛被一次次暴露在公
众视野之中。

众所周知，教育系统并不是“很有
钱”的地方，为何偏偏成了“小金库”的
重灾区？羊城晚报记者多方采访发现，

对这一现象， 教育系统内部并不感觉
吃惊，相反他们还提了更多“内幕”。

家长抱怨———————

养得起孩子读不起书
名校如云的广州，择校费、补课

费等“杂七杂八”的收费早已为市民
司空见惯。

“没有三四万， 别想敲开名校的
门！”王先生家住广州市越秀区，一路
之隔就有一所重点小学。然而，却偏偏
因为这“一路之隔”，让孩子变成了“择
校生”。“教育局不许收择校费，他们就
改一个名称，叫‘捐资助学费’，其实还
不是一样的钱？”一说起这事，王先生
就一肚子的闷气。

“一个小孩三四万块，

100

个就三
四百万了！” 王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若学校每年招收

200

名择校新生，

那就意味着每年可“创收”

600

万元甚
至
800

万元。“三四万不算多， 给七八
万的也大有人在呢！”王先生透露。

除了择校费，学校定期向学生收
取的补课费、 班会费甚至老师们的
“过节费”， 也让家长们“敢怒不敢
言”。 家长们感叹：“这费那费的加在
一起，真是养得起孩子读不起书啊！”

老师爆料———————

灰色的收入也很可观
“小金库的钱都是一些违规资

金， 以各种名义向学生收取。” 小肖
（应本人要求化名） 是广州某中学的
一名年轻教师， 两年前当上了班主
任，他以补课费为例向记者介绍了学
校“小金库”的资金流入方式，“每学

期学生交来的补课费一般先交给班
主任，班主任再交给年级组长，最终
由学校统一支配。不过，其中只有约
1/3

会以补课费或生活津贴的名义返
还给参与补课的一线教师，剩余部分
大多用来充实学校的小金库……”

小肖透露，除了学校固定的一些
费用之外，某些班主任还会要求学生
缴纳“班会费”，“从

10

元到
100

元不
等，不固定地收取，主要用于旅游、期
末发奖、 购置清洁用品等活动的花
费，甚至教师的节日礼品，都通通要
学生交钱……”

“

2008

年年我算过一下，这些收
费加起来，学校一年的‘灰色收入’总
量超过

20

万元。”小肖说。

据了解，不仅广东学校有“小金
库”， 北京海淀区一所小学几年间就
营造起了上亿元的“小金库”，其它名
校如何？可想而知。

校长披露———————

怎么用考验领导定力
“学校私设‘小金库’的初衷，是想

以最便捷的方式为学生办最好的事。”

广东一名退休老校长向羊城晚报记者
道出了“难言之隐”，“说起来学校有需
要可以向上级单位申请办学资金，但
那个程序太繁复了，时间又长，有些学
校申请两年了也批不到资金， 很多迫
不及待的工作都很难立即开展。”

除此之外，老校长还透露，教育
部门对学校经费申请的“限额”，往往
令学校开展工作时感到“缚手缚脚”：

“比如学校想改善一下教学设备，购置
一批新电脑或装空调等， 单单靠‘申
请’得等到猴年马月，而且往往不是一
批就全部批，还得分批、逐项按照学校
的‘等级’来审核发放。省一级的学校
可能会快些，金额也多一些，那些市一
级、区一级的学校就难说了。”

老校长表示，虽然学校私设“小
金库”也是“形势所迫”，但作为校领
导，如何用好“这笔钱”却至关重要：

“小金库都是为了逃避监管而开设
的， 用起来可以说完全没有约束，这
就会考验校领导的‘自制力’。能忍得
住的， 可以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名
扬天下；忍不住的，就只能把自己弄
成阶下囚咯。”

这位老校长忧心道，学校乱收费和
私设“小金库”，暴露了教育资源失衡的
问题。“名校校长们手中掌握了最优质的
教育资源， 他们可以将这种优质资源
转化为特权，从而为谋取私利创造机
会。”他建议，要遏制这种现象，根本
的办法就是要改变教育资源失衡的
状况，“这样才能消除择校和由此带
来的教育不公问题。” （据金羊网）

□

羊城晚报记者夏杨陈学敏许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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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过分市场化埋下“祸端”

从业者们普遍认为，政府应该投入更多资源，承担更多责任
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或

多或少地存在“小金库”现象。虽然政
府三令五申，为何这种逃避监管的行
为依然存在？ 教育界内部人士透露，

这是源于市场化背景下办教育的“需
要”。他们认为，取缔并不难，但取缔
的同时还要增加合理的资源投入。

钱不够，金库凑
暨南大学教授班�分析，现在国

企、民企各类管理性开支，如广告费、

宣传费、接待费等都有预算，企业自主
权大，定个数额也容易。而政府机关一
方面制度约束紧， 另一方面公务员的
待遇大规模提高， 同时他们的开支如
会议开销、差旅费、接待费等，也已足
够，所以“小金库”少了也好理解。

相比而言，教育系统目前还达不
到这样的“良性状态”—————一方面
管理预算不足，院系搞个小活动都要
向学校打个程序复杂的报告，另一方
面，政府财政划拨的教师工资额度也
跟不上公务员，“一般教授的工资还
不及政府机关的处级干部”。

目前教师的工资收入主要有两
块，一块来自财政拨款，量不多，只靠
这一块老师想和公务员看齐，差距还
很远；另一块是奖金，主要来自学校
的各种创收。“如果老师没有一定的
工作量，收入会很差，所以老师们戏
称工作量为‘挣工分’。”华南师范大
学教授张敏强调侃道。

有土壤，怨体制
“许多学校很矛盾，按体制应由

政府拨款， 但现在学校要花的钱中，

政府拨的只占小头，更多的还得靠其
他渠道创收。”张敏强分析，在这种现
状下， 许多学校都偷偷设立“小金
库”，有的不仅学校有，学院也有，系
部还有。

张敏强分析， 市场化体制下，学

校不创收也不行， 政府给了政策，教
师要加工资， 但钱却要学校自筹。政
府支持多少，学校该创收多少，也没
明确比例。

“若绝对不允许学校设立小金库
也可以，那就应该像公务员一样由政
府全包下来，所有工资和管理开支均
来自财政。” 张敏强分析， 教育系统
“小金库”的产生，市场化大背景下的
教育体制责无旁贷，若各方面都有保
障，“小金库” 也就没有存在的土壤
了，相信这一点政府也很清楚，“何况
院长、系部主任们去搞‘小金库’，钱
也不是装进他们自己的口袋，工作又
好开展，所以就搞得屡禁不止了。”

真想管，也不难
“‘小金库’的存在，不是管不管

得了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去管、怎么
去管的问题。”班�说，“小金库”如不
能存在，学校的体制就必须调整。

班�举例说，比如暨南大学等一
些学校， 前些年把学院和系部所有的
钱都收归学校财务统管。收回来后，学
校就要承担所有教职员工的奖金，把
院长、系主任解放出来专心于教学、科
研等。“其实这才是教育的常态， 国外
校长的责任首先就是去争取资源，怎
样教好书、 怎样做科研是专业人员的
事。”班�说，世界上的大学很少出现
中国这样学院院长和系主任都要去挣
钱，各系部收入还不同的情况。

“现在政策要严管‘小金库’，其
实管起来也不难，无非是个预决算的
问题， 关键是制度监管的同时要投
入。” 许多教育界人士赞同班�教授
这一看法。他们认为，取消“小金库”

是好事， 教育本来就是个公益事业，

不应过分市场化， 在教育的大发展
上，政府应该投入更多资源，承担更
多责任。 （据金羊网）

市民质疑交警部门暂扣车辆的收费标准———

停车费咋恁高
社会停车场每天收费5元至20元交警指定的停车场每天收费10元至50元

近段时间， 不少市民向记者反映：自
己驾驶的机动车违章后， 被交警暂扣，拖
放到交警指定停车场。在取车时，往往被
收取较高数额的停车费，高出社会停车场
停车费数倍。市民质疑，是谁指定将暂扣

车辆停放在这些停车
场
?

这里的收费标准咋
恁高？交警队个别交警
与停车场业主有没有
什么幕后交易

?

市民孟先生不久
前就遭遇到这样的事，

让他对交警执法产生
了一些看法。孟先生开
了一家公司，公司有一
辆小货车负责拉货。去
年九月份，这辆小货车
在河区湖东管理区
贸易广场路口与一辆
电动摩托车发生轻微

碰撞。负责处理该事故的是市交警支队勤
务大队一大队。事故处理过程中，孟先生
公司的小货车被暂时扣留，并被交警停放
到指定的停车场。几天后，事故处理完毕，

孟先生取车时不禁吓了一跳。原来，小货
车在交警指定停车场停放短短几日，但停
车费竟高达数百元，平均一天

50

元。孟先

生说， 自己的车经常在一些停车场停放，

没有遇见过收费标准这么高的。孟先生不
禁揣测，是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停车
场收取的停车费里面有没有相关民警的
“好处”？要不，为啥停车费恁高呢？

市民陈先生也有类似的经历。 数日
前，陈先生驾驶小型面包车，不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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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平桥区与河区交界处发生交通事
故。所幸事故很小，车辆仅仅轻微擦伤。

交警拍照处理后，喊来一辆拖车，让陈先
生将车停放到指定的停车场。事后，收取
50

元拖车费和
20

元停车费。 陈先生郁闷
地说，车辆仅仅轻微擦伤，根本不妨碍正
常驾驶，交警为何要喊来拖车？车是自己
驾驶到停车场的，并没有拖车服务，为何
还要收取

50

元拖车费？另外，车辆仅仅停
放半天，就收取

20

元停车费，价格也太高
了吧！

记者走访了市区几个较大的社会停
车场，了解停车费标准情况。据调查，市区
停车场机动车每天停车价格基本上在

5

元
到
20

元。如两轮摩托车，每天价格在
5

元左

右，便宜的还有
3

元的；轿车在
10

元左右，

像星级宾馆的停车场收费标准也不过如
此；货车停车费的收取主要看吨位，一般
也在

20

元左右， 最高的也不超过
30

元。交
警指定的停车场收费情况则大不相同。像
两轮摩托车，每天最低

10

元，其他车辆价
格基本上在

20

元以上， 像货车类车辆，价
格则高达

50

元。

就交警对暂扣车辆收取停车费现象，

一部分读者认为，首先，这一类行政暂扣
车辆的停车收费标准应该由政府设立一
个上限， 任何停车场都不能超越这个标
准；第二，由于这一类停车场与政府的行
政行为密切相关，收费应该持有物价部门
的收费许可证；第三，停车场应该对收费
标准明码标价， 并接受物价部门的监督。

记者上网查询相关资料。 法学专家认为：

“暂扣属于政府的行政行为， 这种暂扣车
辆的停车场本应由政府自己来建。政府既
然扣了车，就应该为车主提供这样一个场
地，并且承担好保管的职责，而不应该由
市民来承担费用。”专家们还认为，如果
政府缺乏这样一个自有的停车场地，而
需要向有关公司租赁场地来停车， 存在
一定的成本，确需收费时，首先应该经过
行政许可。如果没有经过行政许可，且不
出示发票，就是乱
收费行为，有关部
门应依法进行纠
正，并追究相关人
员责任。

近年来，信阳商业的巨大变化，不仅仅体现有
装修豪华的超市、专卖店，更多的体现在服务理念
的转变上。下面这篇小文章，写的就是西亚和美广
场一位普通员工的服务经历，折射信阳商业服务理
念的变化。一支口红
陈玉芳（西亚和美广场售货员）

顾客袁姐在我专柜购买了一款钱包，希
望能送她个赠品。她买的是

FION

品牌女包，是
国内的顶端品牌，没有赠品可送。看到袁姐失
望的样子，我想起自己会绣十字绣，便试探性
地询问：“真的很报歉， 这个品牌现在没有赠
品。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送您一份自己绣
的十字绣，可以吗？”袁姐一听，很开心地说：

“真的吗？那太好了。”“我有您的电话，等我绣
好了， 我给您打电话。”“好的， 我等你的电
话。”袁姐说完满心欢喜地离开了。

几天后， 当袁姐拿着我绣的挂件时很是
感动，随手从包里取出一支包装精美的口红，

说：“小妹，你送我的礼物我好喜欢。为了表达
我对你的谢意， 我也回送你一份小礼物。”说
完，便将口红塞进我的手里。

双手捧着这支口
红，我的心里暖暖的。

第二天， 我用了袁姐
送的口红， 同事们都
说我笑得灿烂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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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孟先生公司的会计向记者展示交警指定停车场的收费票据。

图
①

堵塞后马路中间
出现的“大水池”。

图
②

被垃圾塞满的下
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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