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行邀你一起来行动：

公益捐款你做主

6

月
28

日，建设银行与新浪网合
作发起的“公益捐款你做主———建
行邀你一起来行动”网络公益活动正
式启动。本次活动将以广大网友的支
持和关注汇聚成“爱心助力”，由建设
银行为网友最关注、最支持的项目捐
款，捐款金额总计

500

万元。

参与本次活动的五个公益项
目，由五个不同的公益机构发起和实
施， 分别是：“幸福在他乡”———农民
工创业援助计划，“则热大爱”———青
海玉树灾区高原孤儿救助，“爱无止

尽”———盲童救治，“百年职校”———

贫困农民家庭子女职业教育，“星星
雨”———自闭症、孤独症儿童救治培
训。本次活动还欢迎热心公益的网友
报名参与志愿者行动，亲历项目实施
过程，感受公益的力量。

活动将在新浪网和建设银行官
方网站同步上线，

(

网址：

http://all.

vic.sina.com.cn/2011ccbgy)

。 建设银
行开设了名为“建行公益”的微博和
博客，倾情相邀热心网友积极参与，

网友只要在“建行公益”微博上点击

活动页面的“爱心助力棒”，就可以
为公益项目添一份力； 同时也可以
通过微博

@

好友，发布你对本次活动
的支持， 并有机会抽取“爱心助力
奖”。

这个夏天，“建行邀你一起来行
动”，让我们一起关注公益，传递关
怀与爱心，让我们的梦想一起实现！

线上活动时间：

2011

年
6

月
28

日—

2011

年
8

月
10

日。

活动说明： 新浪网作为本次活
动的承办单位，秉承公平、公正、透
明的原则对活动全程予以支持与监
督， 并保证对活动结果统计的公平
和公正。 如有任何人通过刷票、舞
弊、篡改等方式影响最终结果，其参
评资格将被取消。

中国建设银行保留对本次活动
的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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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谁，为了谁，我是谁”，这不仅
是一句自我省思的哲学追问， 更是一个
先进政党必须时刻回答的重要命题。

细心的人发现，在胡锦涛总书记“七
一” 重要讲话中，“人民” 一词出现多达
136

次。“紧紧依靠人民”、“拜人民为师”、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如此充满感情
的论述，既是对辉煌成就的科学总结，也
提供着开启未来的“钥匙”。

回望中国共产党
90

年历史， 始终围
绕着一个中心———“人民”， 始终坚持着
一种行动———“为人民服务”。 只有理解
了党与人民的关系， 看到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坚守，才能破译中国共产党的“成功
密码”：为什么能够从各种政治力量中脱
颖而出， 为什么历经挫折还能得到人民
的信任支持， 为什么能不断创造一个又
一个奇迹……

从这个意义上讲， 人民就像一块永
恒的试金石， 时刻考验着每一位共产党
员的政治本色；为人民服务是永远的“生
命工程”， 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根基、血
脉和力量。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 任何政党都必
须行动着，如果没有行动，政党必然从政
治中出局。

90

年来， 正是因为将革命、建
设、 改革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波澜壮阔的
伟大实践，将为人民服务的纲领、路线和
政策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 中国
共产党才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新的历
史时期，重申“人民”的重要性，继续实践
“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依然呼唤这种“行
动的政治”。

今天， 对肩负重要使命的中国共产
党而言， 无论是经受长期执政、 改革开
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这“四大考验”，

还是抵御精神懈怠、 能力不足、 脱离群
众、消极腐败这“四大危险”，仍然需要从
人民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人民服务”

仍是我们一切努力的方向。

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应该认识到，“行
胜于言”， 人民群众不仅看你说了什么，

更要看你做了什么；如果“为人民服务”只是说起来重要、忙起
来不要，那就只能成为消解信任的“空头支票”。每一位党员干
部在开展工作的时候，都要仔细想一想：究竟是站在人民立场
上，还是站在个人、少数人立场上说话办事？代表的是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还是代表某一个人、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只有
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
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
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我们党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把握前进的
航向，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建党
90

周年
之际，在当年曾经见证“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的革命老区陕
西，省委书记赵乐际谈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时，由衷
地“向全省人民致以崇高敬意”，同时向全省党员干部提出了
“站在人民立场”谋划发展推动工作的要求。“上下同欲者胜”，

我们深信，一个把人民利益书写于党章、宣示于誓词、贯穿于
行动的政党，一个在各个层面都能与人民互动、为人民掌权用
权、替人民谋求福利的政党，必将获得最为深厚的力量，保持
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据《人民日报》）

“扭转水利滞后局面”,需跟踪问效

蔡红东

水利建设具有很强的基础性、公
益性

,

主要靠政府财政投资。今年中央
一号文件要求

,

将水利建设作为公共
财政投入的重点领域。 目前全国上下
正在抓紧落实。据测算

,

将一成的土地
出让收益用于水利建设

,

仅此一项全
国每年将增加投入达

700

亿元；未来
10

年的水利建设总投资将达到
4

万亿元。

然而
,

要“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
显滞后局面”

,

不仅要增加投入
,

管好用
好建设资金

,

也是其中很关键的一环。

首先
,

要严把立项审批关。由于水
利建设投资是无偿的

,

因此也就成了
地方相关部门“争取”的重点。然而

,

在
项目准备和上报过程中

,

一些地方部
门和单位急功近利

,

为了赶时间、争项
目

,

调查论证肤浅
,

盲目立项
,

仓促上
报
,

使得有的项目批准下来
,

难以按期
开工或按进度施工

,

“资金等工程”、

“工程等设计勘察”的现象时有发生；

个别部门和项目单位甚至弄虚作假
,

修饰包装、估计编造可研材料
,

致使项
目上报情况不实

,

数据失真
,

结果造成
上级批准计划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

,

造成国家投资的严重浪费。此前
,

荆州
就出现过一个炮制“影子工程”骗取
200

余万工程款的恶例。 如何严把立
项审批关？譬如

,

可以在审批地方上报
的水利建设项目时

,

委派社会中介机
构亲自到现场调查审核

,

掌握“真凭实
据”

,

然而再确定具体投资额度。这样

可以有效杜绝“影子工程”。

其次
,

要实行跟踪问效。俗话说
,

“风雨行旧路”。从近些年洪涝灾害中
我们可以看到

,

受水灾的大多是些老
地方。比如说

,

地处长江与巴水河交
汇处不远有一段几公里的河堤

,

自上
世纪

70

年代修建以来
,

现在恐怕谁也
记不清被洪水冲毁过多少次

,

只记得
每次都是由上级政府从水利建设专
款中安排资金重修的。

一些地方屡修屡坏
,

或者只见投
入不见效益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

况？恐怕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做
好资金使用的跟踪问效。一年一度的
水利建设

,

上级政府财政都要安排大
量的专款

,

若遇上洪涝灾害
,

还有八方
支援。可是

,

我们有些地方对水利建
设这个“百年大计”没有给予足够的
重视

,

或者口头重视而实不致
,

管理的
方式方法也过于简单。特别是对拨下
去的专款“专”得如何

,

工程修得怎么
样

,

是否挪作他用
,

关心甚少
,

以至于
出现“半拉子工程”“豆腐渣工程”

,

导
致水利设施年年修、年年毁

,

或者成

为摆设的让人心痛的局面。 上个月
,

新华社就报道了湖北省浠水县一些
村民在大旱天将一条抗旱灌渠部分
拆毁的怪事———原来

,

抗旱渠存在明
显设计缺陷

,

“通过验收”却一直无法
启用

,

成为“摆设工程”。国家投资百
余万元打了水漂。

搞好水利建设
,

需要跟踪问效。

政府财政在拨出专款之前
,

必须认真
检查一下历年成灾的原因

,

灾情的大
小
,

还有必要请水利专家提出具体的
根治方法；拨款之后

,

要求定期“晒晒
账本”

,

追究一下专款“专”得如何
,

请
水利专家评估一下工程效果怎样。对
那些或者截留挪用甚至鲸吞建设资
金、资金使用效率过低的

,

进行严厉
的问责。如此环环相扣

,

才能保证钱
不会被截留

,

不会被乱花
,

钱才能花在
刀刃上。 （据《新华每日电讯》）

谁来填补高温关怀制度真空

武雪梅
高温又至， 中央气象台连续多

日发布高温预警， 浙赣闽湘渝川等
地气温已蹿至

38

、

39

摄氏度。

公交司机、马路交警、送水工、

建筑工， 这些烈日下的劳动者又一
次进入公众视野。 越来越多的人认
识到，高温下的劳动保障，已经不仅
是体面劳动的问题， 更是防止工伤
事故和职业病的必然措施； 已经不
是可有可无的福利， 更是必不可少
的一项权利。

遗憾的是，现实往往是：一方面
是基层劳动者的权利在高温中常常
难以落实， 另一方面是相关监管部
门的“高温保障零投诉零受理”。矛
盾背后， 暴露出极端天气下社会劳
动管理制度的真空。

1960

年颁布的《防暑降温措施
暂行办法》暂行了

51

年，不具备强制
效力，已不适应社会发展。而无论是
《劳动法》， 还是卫生部等四部门
2007

年联合下发的通知， 都模糊而
缺乏操作性。什么是高温天气？中暑
是否算工伤？高温怎样延时休息？高
温补贴如何制定怎样发放？ 谁来监
管和问责？ 如果没有法律制度的规
范、约束和保障，这些问题永远只能
以问号方式存在；而高温下的权利，

永远只能是望梅止渴。

一个各界呼吁多年的民生法
规，为何就千呼万唤难出来呢？

必须承认，社会高速发展、急速
转型，法律的完善与补充任务繁重，

相关部门“力量有限” 也是客观存

在。如此，带有“时段性”的高温立
法，难免湮没在众多“很需要、很急
迫”的法律法规中。

制约“立法提速”的另一因素也
当引人深思。据业内人士介绍，高温
下的劳动保障涉及单位部门较多，

像工伤保险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管，劳动安全属于安监部门管，

劳动卫生则由卫生部门分管。 九龙
治水极易造成群龙无首， 一项论责
任要各方分担、 论利益却与部门无
涉的工作， 常常会由于缺少强力的
调配、精确的协调和统一的部署，失
去推动力。

因此， 要填补高温关怀的制度
真空，从长远看，当然立足于立法提
速； 从现阶段看， 或许可以外力驱
动，先简再繁。比如，立法部门可联
合相关部委， 制定高温条件下劳动
者权益保障的单行规定； 各省也可
通过行政行为，进行制度设计，或把
高温条件下的劳动保障作为民生政
绩的一个考核要素， 或推出面向一
线劳动群体的高温休假、高温津贴、

高温疗养措施。同时，还可以征集民
意， 为全国性高温立法做好基础性
工作。

高温立法立的是社会规则，清
凉关怀则是我们心中良知的法则。

在我们呼唤“道德利润” “民生
GDP

”时，希望更多的劳动保障、劳
动权利，能像凉爽的清风，吹到每一
个盛夏、每一颗民心中。

（据《人民日报》）

“财迷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杨文浩

每年假期都不回家、 每天坚持
打至少两份工， 还将一些回收的旧
书或旧货存放在宿舍内， 引发室友
发帖表示不满。 北京师范大学大三
学生李振称， 他攒钱是希望凑足房
款首付。

李振虽被人称“财迷哥”，他却
让我有点感动，一是完全自食其力，

二是懂得体谅家庭。他说“我妈也能
给我买得起房子， 但毕竟就那么点
钱嘛，拿出来家里就没有了”，这在
“啃老族”流行的年代，比较难得。这
也体现了市场经济一个基本理念，

就是人人自力更生， 通过自己的智
慧和劳动创造财富。

但是，“财迷哥” 赚钱主要目的
是为了买房， 这就有些出乎我的意
料。因为大学生尚未参加工作，买房

子对他们还是遥远之事。 但我以为
这跟眼下的经济走势也有关系：房
子被“土地财政”所绑架，价格不断
推高。“财迷哥” 只不过是对市场比
较敏感而已。

他对此自有一番理论：“有了房
子才不会贬值”。如今

CPI

不断攀高，

民众手中的钱不断贬值， 而又无更
多的渠道进行投资来增值保值，只
好想到买房这一条途径。 连一个尚
在大学读书的学生也想着买房保
值，这还是正常现象吗？

“财迷哥”接受记者采访时要求
付费，对资助困难学生和公益的态度
是“谁也没有义务给人钱”。但一切围
着钱转，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解。一个
成熟的市场经济，离不开诚信、法治
与献身精神。换言之，在不损害他人
利益的情况下， 为己牟利天然正当，

但获利后做慈善和公益事业同样很
多。我觉得，“财迷哥”不过是一直努
力在追赶这个时代，寻求适应社会的
生存之道。放眼望去，他并不是一个
人在战斗。 （据《武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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