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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开展城市低保对象复核认定工作

本报讯（记者杨柳）我市城市
低保工作中是否有“保人不保户、一户
保一人”、“人情保”、“压力保”、“福利
保”等现象，低保审核审批是否存在暗
箱操作问题， 为了达到低保工作制度
健全，监管机制完善，进出渠道畅通，

分类施保合理，资金发放及时，服务便
捷高效，实现动态管理下应保尽保、应
退尽退，近日，我市开展城市低保对象

复核认定工作。

据了解，我市城市低保对象复核认
定的主要内容为

4

项。一、查制度规定。

城市低保各项制度是否符合国家、 省、

市有关法规政策和当地实际情况，是否
从资格条件、申请审批、收入核定、分类
施保、民主评议、民主监督、动态管理、

退出机制等方面制定相关工作机制。

二、查制度落实。低保对象确定是否准

确，低保对象审核审批程序是否严格按
政策要求，低保对象家庭收入核定是否
科学真实， 低保对象是否实行分类施
保、动态管理，低保对象档案资料是否
齐全规范。三、查资金使用与规范。低保
资金是否专款专用，低保资金发放是否
按月实行社会化发放，低保资金发放对
象是否准确，发放资金金额是否账实相
符， 低保金是否存在虚报冒领现象，各
级财政是否按实际需要预算安排低保
资金。四、查问题纠正。是否有“保人不
保户、 一户保一人”、“人情保”、“压力
保”、“福利保”等现象，低保审核审批
是否存在暗箱操作问题。

中秋将至， 我市
各大卖场的商家们无
一例外地展开了月饼
促销，昨日，记者在市
内某大超市内看到，

该超市在入口处摆放
了一个巨大的月饼，

标价两万余元， 这个
巨大的月饼吸引众多
顾客观看， 许多人拿
出手机拍照留念。据
了解， 这块月饼并不
是真的要买， 而是作
为促销的一个噱头来
吸引顾客的。

本报记者
郝光摄

“明天会更好”

“明天计划”医疗专家组为我市残疾孤儿会诊

9

月
1

日，“明天计划” 医疗专
家组来市儿童福利院为残疾孤儿
会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中
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北京协和
医院等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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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专家为孩子们
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检查。 从

30

多
名孩子中筛查出

11

名手术适应症
的孩子。 这些孩子将会陆续得到
“明天计划”的手术救治。

据了解， 民政部为解除残
疾孤儿的疾患折磨，于

2004

年
5

月启动了“残疾孤儿手术康复
明天计划”（简称“明天计划”）。

“明天计划”由福利彩票公益金
和社会捐赠提供资金保障，建
立定点医院， 基本形成了覆盖
全国社会福利机构残疾孤儿的
医疗救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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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多来，“明天
计划” 使城乡各类社会福利机
构中数万名残疾孤儿得到了及

时、有效的手术矫治和康复。

目前， 市儿童福利院有
60

多名孤儿接受过“明天计划”的
救治。 这些孩子的疾病类型有
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四肢畸
形、脊膜膨出、青光眼、白内障、

巨结肠、肛门闭锁、胆道囊肿等
等。“明天计划” 为这些孩子的
治疗、康复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使他们重获生命和健康。

市儿童福利院冯志强对记
者说：“有了生命和健康， 孩子
们也就有了微笑，有了希望，有
了未来。‘明天计划’ 使残疾孤
儿恢复身体健康， 增强了生活
自理能力，也为他们回归家庭、

立足社会创造了条件。 许多孩
子通过手术康复后被国内外家
庭收养，‘明天计划’ 使孤残儿
童享受到父母关爱和家庭温
暖。 孩子们的幸福不再是遥不
可及，他们的明天会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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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校风越刮越烈 “上学”为何如此“难”？

“记者同志，我家住在新华西路，我的孩子
只能在市二中报名上初中，但我儿子的朋友和
我家住得不远，却报名上了市九中，你能帮我
们想想办法，把我的孩子也弄到九中上学吗？”

“我的孩子到了入学年龄， 却报不上名上
不了学。眼看着周围的孩子都已经背起书包开
始上学，我们快急死了，你能帮我们想想办法
吗？”

连日来，记者不断接到诸如此类熟人甚至
陌生人的电话，这些孩子的家长都是怀着一个
同样的目的———想把孩子送进所谓的“名校”。

他们的孩子也并非找不到学校上学，而是因为
进不去“名校”所以没入学。

每年的七八月份，许多该上小学或该升中
学孩子的父母都在为孩子的上学而托关系、找
门路，四处奔走，还有一些无门路没关系的家
长有的干脆就在学校附近物色高价的学区房。

这些家长因为想给孩子找一个如意的学校弄
得身心疲惫，而这一切都缘于———择校。不仅
是市区内家长择校，单位领导为亲戚朋友的孩
子批条子择校，甚至很多县城、乡镇的一些孩

子家长，也蜂拥而至在市区内买房子为孩子择
校。如此多的孩子都抢着上“名校”，造成了很
多不公平竞争。记者在市区内转一圈发现，“名
校”的校门口围满了接送孩子的家长，而一些
所谓的“非名校”校门口，接送孩子的家长却少
之又少。

在申城大道市十三小学门前， 记者拦住
了几个刚刚报完名准备上学的孩子。 当问起
他们当初为何要选择这所学校上学时， 几个
孩子的回答几乎是如出一辙：“学校教学质量
好！”在文化街市九中学校大门口，记者连续
询问了几个放学刚出校门的初中生， 学生们
的家或住在工区路，或住在五星路，有的学生
住在建设路， 只有两个学生说家住在学校附
近的解放路。在东方红大道市三小门前，记者
询问一个学生的家长“为何让孩子选择在三
小读书时？” 这位学生家长毫不犹豫地回答：

“因为三小教学质量好，肯定会让孩子在这所
学校读书。”当记者问起这位家长是不是住在
三小学区时， 这位家长告诉记者：“家住在楚
王城， 为了孩子上学托关系才上的这所学
校。”在记者走访调查的这些学生中，其中一
大部分学生都属于不在本学区的择校生，他

们之所以择校上学， 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
为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高， 教学硬件设施配
备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成为这些学生
家长追崇名校的动力。

近年来，择校问题一直困扰着家长，困扰
着我市的义务教育发展，成为了一个令人头疼
的社会问题。 那么家长们为什么会热衷于择
校，择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说起择校问题，信阳师范学院一位资深教
育人士深有感触，他坦言自己的孩子从小学到
中学都是择校上学， 他认为择校问题说到底，

还是因为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的。学校布
局、就近入学范围与公众期望值不一致，优质
教育尚属紧俏商品，根本不能满足公众的实际
需要。他说：“为什么家长会择校？就是因为优
质的教育资源比较少。事实上，教育部门对中
小学择校一直在下禁令，但是，在利益和人情
面前，还是有很多学校有令不遵，从而导致择
校热一直高烧不退。然而，择校热带来的问题
和弊端则对我们的教育有着很大的杀伤力：其
一会加剧教育财源和生源等资源分布不均的
状况，一些学校甚至可能坐地生财；其二是加
重了家长和学生的精神负担及经济负担；其三

是择校的混乱状态可能会造成学校的乱收费，

滋生教育腐败，损害了教育工作者在群众心目
中的形象。”

如何遏制择校热、择校难，达到教育公平
化目前已成为教育改革面临的一大课题，其
实，择校问题并非一块难以破解的坚冰。市内
一所重点学校的校长告诉记者：“解决择校问
题首要是政府要高度重视，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和增加，保障教育经费投入，提高教育整体的
办学水平。 要对薄弱学校加大扶持的力度，软
件上要做到教师的教学水平基本相当，尽快缩
短一般学校与名校之间的差距。”

还有一位小学校长说：“要实现教育资源
的公平、均衡配置，应当把招生的公平也包括
进来， 这样义务教育阶段各学校在教育资源
上的差距才会逐渐缩小。 某些教育主管部门
不能光盯着一些‘名校’，要把更多关注的眼
光和精力投入到一般学校上来。 外地一些地
方近年来都在开展有益的尝试， 比如实行学
区管理、 集团化办学、 优质学校和薄弱校联
盟， 这些对刹住择校风都或多或少地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 最好能探索建立教师的流动制
度、轮换制度和对薄弱学校、农村地区的教师
培训优先制度，加大校际之间教师交流力度，

打破以校为单位的考核而改为对县区教育均
衡的考核等。对于确需择校的特殊情况，应张
榜公示，增加透明度，刹住择校风，实现教育
的公平均衡。 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教学质量
的竞争， 才能最终推动总体教育水平的提
升。”

□

本报记者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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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早餐为何叫好不叫座

我市推出的“放心早餐”工程作
为市政府为老百姓实施的一项惠民
举措，无疑为市民吃上安全、卫生、

营养、方便的早餐提供了新的选择。

市民认为， 它事关人民生活质量的
提高和城市整体形象的塑造， 对它
寄予了很高的希望。然而，这项工程
实施

5

个月以来，“放心早餐”的生意
并没有想像中的那样红火， 和普通
早餐摊点火爆的生意相比， 放心早
餐显得有点“叫好不叫座”。是什么
原因导致这一局面， 记者对此进行
了调查采访。

现状：

“放心早餐”竞争不过普通摊点
8

月
30

日清早
7

点，行政路东侧，

一个不锈钢体手推车式餐车旁，一
位穿着制服样服装、 戴着口罩的中
年妇女正在为顾客烫热干面， 餐车
车体宣传画以一位可爱的小女孩儿
为主，画上，她正捧着一碗热干面美
滋滋地吃着。 这正是我市“放心早
餐”的其中一个摊点。经营者告诉记
者：“早上

5

点半就开始营业了。”

在餐车上，有塑料杯封装好的豆浆、

南瓜粥、 袋装的热干面以及袋装的
调料，还有包子、面包等食物。所有
食物都摆放得非常整齐。“我们餐车
上每天卖的都是当天的食品， 如果
卖不完的， 公司会收回去统一处
理。”这位经营者为记者作着介绍。

据了解，为了解决早餐摊点脏、

乱、差的问题，确保食品安全，商务
部于

2009

年年初推出“放心早餐工
程”，计划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在全
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建立较为完善
的早餐供应网络， 以改善市民的早
餐生活质量，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我
市“放心早餐示范工程” 建设实施
后，按照统一采购、统一加工、统一
配送、统一标识、统一餐车、统一标
准、 统一价格、 统一管理的经营模
式，机械化生产、规范化管理。

街头人来人往，这位经营者的
摊点尽管很醒目，但并未因此引来
多少顾客。望着附近几家普通早餐
点和在那里就餐的市民， 她说：“

8

点左右的生意最好。来吃早餐的以
赶着送孩子上学的年轻家长居
多。”

这个“放心早餐”车附近，好几个
路边早点摊挤在一起， 热干面、 小笼
包、鸡蛋灌饼、油条、米线、糊辣汤……

前来购买的市民络绎不绝。 摊主们
个个忙得不可开交，一边快速地做着
早点，一边腾出手来收钱。汤锅的油
垢、被油污覆盖失去了本来颜色的餐
桌、 不带手套做早点又收钱找钱的
手……市民大都视而不见。

记者在其他路边早点摊采访时
也发现类似情形， 路边小摊卫生状
况虽然令人堪忧，但是购买、食用早
点的市民却是趋之若鹜。 尽管一些
市民也说， 那些摊位的卫生状况的
确让人不放心。 比如那些一次性塑
料杯、纸碗是否达到卫生要求，食品
等原料来源是否合格、 采购途径是
否正规， 但人们似乎只图吃得舒服
也不管那么多了。

分析：

口味、习惯、地点设置是问题
当记者询问在“路边摊”就餐的

市民为何不到干净的“放心早餐”点
就餐时， 受访的市民普遍认为，“放
心早餐” 车的早点不太符合信阳市
民“现吃现做”的口味，比如说在流
水线上生产出来后再加热的包子口
味肯定比普通摊点现蒸现卖的包子
要差许多。

在市中医院旁的太平缸胡同里
的一家老字号热干面摊点旁， 为了
等一份热干面排长队已成为人们司
空见惯的现象。“就是排长队也愿
意，为什么呀，因为这里的面好吃。”

黄先生几乎每天都要骑摩托车到这
里来吃饭。 他告诉记者：“‘放心早
餐’的食物是非常卫生，可是不大适
合信阳人吃早餐的口味。”“袋装的
热干面不够湿润， 而且面条烫后太
粗，吃起来也干巴巴的，不能自己根
据自己的口味再去加辣椒、 红油等
调料。我吃过几次，还是愿意选择这

里的‘老字号’。”

市民徐女士告诉记者， 她吃过
几回“放心早餐”后就不吃了，原因
是她喜欢吃油条、米线等早餐，而这
些东西在“放心早餐” 车上都见不
到。她感觉，在信阳市还是吃米线、

吃油条喝糊辣汤、 吃牛肉方便面汤
的市民多。

大部分经营“放心早餐”车的经
营者告诉记者，顾客常反映早餐“不
够味儿”的问题。记者发现，有的早
餐车上，经营者为了增味，加上了自
己配的荆芥与葱花。

曾干过两个月早餐车的陈师傅
告诉记者，“‘放心早餐’ 车不能起油
锅，炸油条，炸圈馍，生意自然没有普
通摊点好。而餐车都没有配桌凳

,

顾客
买完早餐没地方吃

,

感觉不方便，也是
'

放心早餐
'

叫好不叫座的原因之一。”

“大街上那么多人边走边吃多
不好意思， 而且烫好的热干面要是
拿到办公室早就坨住不好吃了。信
阳人习惯现买现吃，而‘放心早餐’

连个凳子都不能提供， 这些不便让
我们当然还是选择路边普通早点
摊。”许多市民这样说道。

位于和美广场旁的一个“放心
早餐” 经营者庆幸自己有一个好的
位置， 因为餐车的后面是广场设置
的桌椅和遮阳伞，这些都是现成的。

来她这里买早餐的市民可以顺便坐
在漂亮的公益设施中享受早餐，不
用担心日晒雨淋。

而大部分“放心早餐”经营者则
没这么幸运。 因为不能置放供市民
吃饭用的桌椅板凳， 所以他们的客
源就显得少多了。

有的经营者因经营点离家近，

“冒险” 在餐车旁放置了一两个小桌
子和小凳子。“遇到有执法的，赶紧搬
走。” 他们说，“我们向早餐公司反映
过，他们说正与政府协调解决座位的

问题，不知道进展得怎么样了？”

还有市民向记者反映， 放心早
餐车数量太少设置不太合理， 很多
摊点不是设置在居民区里， 而是设
置在马路旁边的人行道上， 既影响
了交通，也不卫生。

家住
107

国道旁某居民区的自
由职业者李昱告诉记者， “放心早
餐”刚问市，他觉得很新鲜，想品尝
一下， 出了门下了楼在街道上转了
好几圈，也没发现“放心早餐”的影
儿，后来不死心，骑上自行车，终于
在市卫生防疫站的斜对面找到一
家，兴高采烈地跑过去，被经营者告
之：“卖完了。”李昱说那时才

8

点半，

原来，摊主怕卖不完，没敢多进货。

李昱说：“吃早餐图的就是方便和安
全，费劲找‘放心早餐’吃还怪难的，

我是不会再为吃顿早餐跑那么远
了。居民小区内这么多居民，为啥不
考虑多在居民区内设点呢？ 白白的
大好客源就这样流失了？”

两

岁

女

孩

购

四

百

万

别

墅

沾

了

谁

的

光

罗
瑞
明

妞妞今年
2

岁，

9

月份才上托儿所。 然而，

一直很疼爱孙女的爷爷奶奶，最近为了妞妞，

在百家湖买下一套
300

平方米的别墅，价值近
400

万元。妞妞的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并非大
富大贵，但都在垄断企业工作，家庭基础比较
好。家里此前拥有

4

套房
2

辆车。

(8

月
29

日《南
京日报》

)

一个
2

岁的幼女就购起了
400

万的大别
墅，而且家中还有

4

套房
2

辆车，其家庭固定资
产起码超过千万，真令人望尘莫及，现今不要
说是年轻人， 就是拼搏了大半生的中老年人
要买一套普通的商品房， 也得东凑西借，

2

岁
的女孩能出生在这样阔气的家庭令人羡慕，

而更羡慕的是其的爸妈、爷奶有个好单位，为
几代人建起了安乐窝。

2

岁女孩其祖父辈两代虽说不是暴发户，

可是在垄断企业工作却非同小可， 如今的垄
断企业，不仅收入高，而且待遇好，不仅有明
的收入，还有不少暗的收入，如：电力系统的
职工用电免费或优惠； 电信系统的职工电话
免费或优惠； 煤气公司职工使用煤气免费或
优惠；等等，据政协委员刘明华所说“同为职
工， 垄断企业职工一年收入可以是普通企业
职工

10

年的收入。”按此计算，一家四口在垄
断企业工作， 一年收入抵得上普通企业职工
40

年，这能不富吗？垄断企业旱涝保收，只要
市场有个风吹草动，公用品即刻就涨，其内部
收入只升不降毫无风险， 就是一些富裕私企
主也自叹不如。

一个
2

岁的女孩就购起了
400

万的大别
墅，透过这一惊人的现象，同是国有企业的员工，同时社会的公
民，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既是如此之大，这当中有多少人为垄断行
业的高福利，高收入埋单？

国有企业不是私企，说大一点是全体国民所拥有，其内部任
何一分子只有使用管理的权力，没有滥发福利，随意增加收入的
权利，其内部分配“近水楼台先得月”，任意占有公共资源，必然
要侵占和损害社会中大部分人的利益，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公平，

不公正，加大社会其他群体的负担。

对于垄断行业高收入、高福利问题，多年来倍受公众诟病，每
年的两会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历陈其词，可是一些人却不
以为然，有的甚至说垄断行业的收入并不高，高管的收入还很低，

迟迟难以出台有效的限制措施，因而导致垄断收入和福利失控。

一个
2

岁的幼女购
400

万的大
别墅本身没有什么错， 你企业能
发，人家心安理得就能用。可是一
边是一个家庭可以购几套房，一边
是几个家庭合起来也买不起一套
房，此种悬殊差距谁该反省？

如此敬老 令人担忧

一敬老院饭菜单调简单老人生病无钱医治

“他们按一天
3

块钱的标准
来给我们做饭，早上稀饭咸菜，

中午青菜豆腐， 晚上又是稀饭
咸菜，菜里没有油，天天这样，

太苦了。”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抱
怨道， 委屈得当着记者的面掉
泪。

昨日， 在河区谭家河乡
光荣敬老院，老人们纷纷诉苦，

对敬老院现在的状况表示不
满，希望能改善生活，特别是改
善医疗保障条件。

敬老院老人一天的生活标
准只有

3

元钱
昨日， 记者来到了谭家河

乡光荣敬老院， 几位早起的老
人了解到记者的身份后， 围了
上来。一共住着

30

多位老人，仅
有一位是女同志， 年龄大都在
60

岁以上，全是乡里的五保户。

“一个人太寂寞， 在敬老院里，

都是老人， 图个有人照应。”一
位老人说道。

谈起在敬老院的生活，老
人们纷纷说太苦。 生活在这里
的老人大都没有生活来源，仅
靠国家给予的低保补助（一年
1000

多元）来维持生活。住在敬
老院以后， 这些钱便全部交给
敬老院， 由敬老院来负责老人
们的生活。“他们是按照我们补
助低保的钱， 给我们定的生活
标准， 一天

3

块钱， 吃得不太
好。” 一位老人不满地说道。对
此， 老人们多次向敬老院的领
导反映，希望能改善生活，可生
活依然没有任何好转。

对于一天
3

元钱的标准，老
人们争相叫苦，“菜一般都是煮
出来的，一点儿油也没有，一星
期吃一次肉，做得也不好吃。并
且一天三顿饭都有固定的时间
点，稍为去晚一点，就没饭了。”

老人们说，他们平时吃的菜，有
一部分是自己种的。

老人生病无人照看？

住在敬老院的老人， 大都
是因为没有亲人照顾， 希望能

在敬老院里得到很好的照顾，

度过自己的晚年。 可提起在这
里的生活， 一个老人竟然当场
流下了眼泪。 老人们说对于吃
的，他们并不是特别讲究，只要
不饿肚子就行了， 可他们最担
心的就是医疗保障问题。

“在这里， 看病是个很大
的问题，我们生病了，也没人
管， 敬老院让自己掏钱去看
病，可我们哪有钱啊！”老人们
说道。

几位老人将记者带到了
其中一个老人的房间。这个老
人艰难地躺在床上。据老人们
说，躺在床上的老人腰椎间盘
突出，已经很多天了，没人带
他去看病， 也没人来照顾他。

就连吃饭，也是自己忍着疼痛
去吃的。

一位老人告诉记者， 敬老
院里本来有两个女同志， 前段
时间一个女同志因为生病去世
了。 老人的去世给敬老院里其
他老人们的心里留下了很大的
阴影。“年龄大了， 生病是免不
了的。可因为没钱去看病，我们
现在最害怕的就是生病。”一位
老人说道。

民政所承诺改善老人医疗
条件

主管敬老院的是谭家河乡
民政所。 该所一名姓朱的工作
人员说， 敬老院里有两个管理
人员，一个是副院长，一个是做
饭的师傅。对于生活质量，该工
作人员说道，人多了，吃饭时挑
三拣四是很正常的， 但敬老院
里每个星期都会改善生活，鸡、

鸭、鱼、肉都有，做饭没有油的
说法是不存在的。

对于医疗保障问题， 该工
作人员说， 民政所有定点的医
疗点，一旦有老人生病，他们都
会尽快安排老人去看病。 为了
节省经费， 民政所一般都是安
排年纪稍小的老人照顾年纪大
的老人，动员他们互相照顾。下
一步， 民政所还将派一名专职
医生待在光荣敬老院， 专门为
老人们看病。

□

本报记者杨柳文
/

图

□

本报记者郝光

放心早餐车前显得有些冷清。 本报记者郝光摄

记者手记：

可以说， 在一定程度上，“放
心早餐” 给市民提供了卫生安全
方便快捷的早餐服务。 市民的关
注度也在与日俱增。 如何促进它
在信阳的良性发展，摆脱“叫好不
叫座”的尴尬局面，记者认为最关
键的还是要研究好市民的需求，

在食品样式和口味上多做文章，

在提供必备设施和场地上多做文
章，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放心
早餐”工程办成真正便民、利民的
民心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