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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河北保定农民郑艳良因无钱手术
而“自锯病腿”的事件，引起社会对特殊困难
群体的广泛关注。事实上，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消除极端贫穷和饥饿现象，近

１０

年来，

我国逐步建立并实施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城乡医疗救助、农村五保供养等社会救助
制度，初步实现了救助范围覆盖城乡、困难群
众应保尽保的目标。

当前，我国城乡低保运行情况如何？如何
防范骗保、漏保、“人情保”、“搭车保”等不良
现象？如何进一步加强对低保的监督管理？在
全国首个社会救助宣传周来临之际， 记者围
绕有关低保的一系列问题采访了民政部副部
长窦玉沛。

7000余万人享受城乡低保

记者： 当前， 我国城乡低保运行情况如
何？

窦玉沛：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就是我
们俗称的低保， 是国家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
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贫困人口给予的差
额现金救助。

今年以来，低保制度稳步推进，基本实现
应保尽保。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底，全国共有城市
低保对象

２０８５．９

万人、农村低保对象
５３０４．８

万
人， 分别占非农人口和农业人口的

４．４％

和
６％

，基本做到应保尽保。

同时， 低保的救助水平持续提高。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全国平均城市、农村低保标准分
别为每人每月

３５２

元、每人每年
２２６４

元（平均
每月为

１８９

元）， 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１３．２％

和
１８．７％

；

１

至
８

月全国累计支出城市、农村低
保资金分别为

４７６．５

亿元、

５５５．７

亿元， 分别比
去年同期增长

１６．０％

、

２７．５％

；城市、农村低保
月人均补助水平分别达到

２３９

元、

１０４

元。

国务院近期将开展低保专项督查

记者：低保工作的确取得了明显成效，但
是媒体也曝光了个别地方仍存在骗保、漏保、

“人情保”、“搭车保”等不良现象，如何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

窦玉沛： 城乡低保是维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的基础性制度
安排，是托底性民生保障的核心，低保金是城乡困难群众的救命钱。

民政部对低保中的问题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今年
４

至
６

月，民政部对全
国
３１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社会救助工作进行了全面督促
检查，对于强化低保规范管理，实现阳光救助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期，国务院还将就此开展专项督查，重点检查各地建立低收入
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 完善低保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
情况以及各地资金是否及时足额筹集到位和发放等情况。 这次督查
层级更高，要求更严，相信效果也会更好。

“十二五”期间全面建立低保核对制度

记者： 低保对象认定的关键在于如何保证准确无误地核查低保
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在这方面，民政部门如何采取措施把收入、

财产认定做得更准确？

窦玉沛：提高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准确性，准确认定低保对
象，是确保低保工作公开、公平、公正运行的关键。为准确核对救助申
请家庭的经济状况，

２００９

年以来， 民政部先后在全国
１４３

个地区试点
建设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

目前，民政部低收入家庭认定指导中心已成立，全国已有
１５

个省
份出台了有关的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或建立了省级核对工作
机构，预计“十二五”期间将实现全覆盖。

记者：对低保的监督，是确保政策公平实施的关键。民政部如何
加强低保的监督管理？

窦玉沛： 加强监督管理是确保社会救助公平公正的重要手段之
一。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
意见》下发以来，民政部进一步健全了投诉举报制度，专门安排专人
负责处理社会救助的来电来信和网络咨询，为困难群众释惑答疑。在
地方层面，民政部指导各地普遍加强了对社会救助投诉举报的核查、

纠正、反馈工作，不断健全工作流程和工作规范。

此外，为建立制度化的长效机制，民政部日前下发《关于建立健
全社会救助监督检查长效机制的通知》，积极推进“阳光救助”的制度
化、长久化，进一步加强以低保为核心的社会救助监督检查。

发挥社会政策托底功能

记者：近期，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提出“社会政策要托底”，在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低保工作等方面，民政部门将采取哪些措施？

窦玉沛：充分发挥社会政策的托底功能，对民政部门来说，主要涉
及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统筹建设社会救助体系，加强低保与医疗、教
育、住房等救助制度的衔接，形成坡度救助格局；二是完善城乡低保、农
村五保供养、医疗救助等制度，争取各级财政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不断
提高救助水平；三是合理确定和调整低保标准，民政部将指导省级人民
政府研究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相对统一的区域标准，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区域差距，同时，健全救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四是拾遗
补缺，研究论证临时救助、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等制度框架，分步骤推
进、有重点地研究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等特殊困难群体救助需求，

逐步探索建立面向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的福利补贴和重点保障
制度，实现托底性民生保障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新华社北京
１０

月
２１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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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逆反心理的成因与对策

项俊普
逆反心理是指在一定的外界因素

下，对某类事物产生反感情绪，作出与
该事物发展常理背道而驰举动的一种
不正常心理状态。

一、逆反心理的成因
1.

现在的孩子，在学校无法满足
在家庭中享有的一切“特权”时，就会
产生逆反心理。

2.

教师教育方法简单、生硬；内容
单调、呆板；观念陈旧，对学生专制压
抑、束缚；教师不良情绪的影响，都可
能导致学生产生逆反心理。

3.

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渴
望自主、独立，渴望表现自我，渴望摆
脱家庭、学校的严格管制。此时，孩子
也容易产生逆反心理。

二、采取的对策
1.

教师和家长都要更新观念，提
高自身素质， 创造符合学生身心发展
和时代要求的教育方法。

2.

要积极主动了解学生的心理，

尊重他们的合理要求， 要学会换位思
考。

3.

批评学生一定要考虑学生的承
受能力，注意时间、场合、方式、方法，

一定要说清道理，耐心劝导，让学生认
识错误，明辨是非，心服口服。多采用
对比、暗示、商量的方法，而不是用命
令、强制的口气。

4.

学生是有感情的，如果他们的
自尊受到伤害，就会“破罐子破摔”。因
此，我们要尽量避免讽刺和体罚学生。

5.

有时学生无意中做错了事，我
们应该给予宽容和理解。面对与教师
“顶牛” 的学生， 教师要冷静地疏导
他。

6.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我们
要运用辩证思维去发现学生逆反心理
积极的一面，调动起学生的好奇心、求
知欲， 在学习和生活中创造更多的乐
趣。

（作者单位：息县许店实验学校）

数学后进生问题之我见

郭晓斌

初中阶段， 由于学习科目的增多，

教学内容的加深， 对学生的思维能力、

计算能力和想象能力的要求也逐步提
高。 这样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批后进
生，严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提高。因此，

探索后进生的转化途径，是大面积提高
数学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面对后进生
我们不能放弃，只能转化。后进生并不
都是天生不热爱学习，大多数是因后天
因素造成的。所以，只要经过教师耐心
细致教育转化，是完全可以转变为热爱
学习的学生。

一、学习类问题
学习是学生的主要任务，围绕着学

习产生的问题占中学生心理问题的主
要部分，其反映有二：

1.

缺乏学习的兴趣和学习意志薄
弱是造成成绩两极分化的主要内在心
理因素。对于初中生来说，学习的积极
性主要取决于学习兴趣和克服学习困
难的毅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学
习有了浓厚的兴趣就会事半功倍，特别
是初中阶段， 学生的自制力还不强。有
的学生从小就喜欢数学，他对数学中的
数字、定理、定义、公式、证明等都觉得
得心应手， 每当看到数学他就会兴奋，

再难的题他也能想方设法解决。有的学
生本来对数学不感兴趣，但因某个老师

的原因而变得感兴趣了。有的学生对数
学不感兴趣或兴趣淡薄。也有学生对数
学原来有兴趣，后来因更换老师或信心
不足兴趣减退。 笔者在多年教学中发
现，学习数学兴趣比较淡薄的学生数学
学习成绩也比较差，学习数学兴趣浓厚
的学生的数学成绩要好很多，所以学习
成绩与学习兴趣有着密切的联系。

２.

厌学是目前学习活动中比较突出
的问题，不仅是学习差的同学不愿学习，

就连成绩很好的同学也有这种倾向。有
位学生就谈到：“每当看到听到别人考试
作弊时，自己心里就不平衡。”当自己成绩
不理想时又会埋怨老师不公平， 觉得认
真学习真没意思，不想再学了。还有位学
生告诉我学生中有种说法：“有出息的靠
关系，没出息的靠分数。”学习好的同学在
学生中威信不一定高， 而成绩平平人缘
好的同学却常常受到青睐， 在推举各种
代表时常会当选，所以就觉得学习没劲，

不想努力去读书了。 还有一些因其他心
理原因而厌学的状况， 如因反应较慢常

被人讥笑而不愿上课的；因记忆、理解等
能力不强使成绩难以提高而对自己失去
信心的等等。有的甚至发展到恨书、恨老
师、旷课逃学的程度。有位同学就曾在日
记中写到：“晚上

１１

点多了， 望着桌上摆
满了教科书、英语词典、作业簿……我真
想把它们一下子烧成飞灰。”表现了强烈
的焦躁、愤懑、无奈。这是非常值得我们
深思的问题。

二、人际关系问题
人际关系是中学生反映最多的问

题之一，主要包括：

１.

与教师的关系问题。主要集中在
由于教师对学生的不理解。过多干涉学
生的业余生活和正常交往而引起的困
惑和烦恼。有位中学生谈到，一次他向
一位同班女生询问功课，被老师看到后
受到了苛刻的指责，并把这事作为一条
小辫子抓在手里，动辄就揪出来“示众”

一番：“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吗”。 严重地
刺伤了他的自尊心，导致他对教师的反
感、对立，老师指东他偏向西，而内心又

十分矛盾， 甚至影响了对学习的兴趣。

反映出学校中师生关系的问题。

２.

与同学的关系问题。主要集中在
交友方面，因处理不好朋友之间的关系
而苦恼。此外，尚有个别学生因初中升
到高中朋友越来越少，而怀疑世上没有
真正的友谊， 也交不到真正的朋友，进
而想离世隐居的。

３.

与父母的关系问题。主要是因父母
与子女之间缺乏相互理解和沟通， 或家
庭关系不和对子女造成的心灵伤害。例
如，有位学生谈到“我经常和妈妈闹矛盾，

听到她的骂声就心烦， 有时真想一走了
之再也不回来了，可看到她疲倦的面容、

花白的头发又觉得于心不忍， 每天就生
活在这种内心矛盾之中， 真不知该怎么
办。”还有位学生家庭不和，父母经常吵
架。他整天就想往外跑，心里烦闷极了。觉
得人活着真没意思，产生了厌世的念头。

可见，父母的行为，带给子女的不仅仅是
厌恶、鄙视，而是更深的内心创伤。

总之，数学学习困难的转化，是一
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需要有足够的爱
心、耐心和灵活多变的教法。同时，还要
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不能千篇一律。要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及时改变教法，

长期坚持，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作者单位：信阳市九中）

中纪委“开方”，能否为公车腐败“刮骨疗毒”？

公车超标、公车私用、公车浪费……近
日成为多地纪检监督部门和媒体曝光的热
点。车轮腐败，被阳光“晒”脱了皮。中纪委
近期也明确表示将试点推行公务用车统一
标识、

ＧＰＳ

定位等制度，加大惩治力度。

曝光、公示、监控———种种“药方”对于
沉疴已久的公车腐败现象，能否奏效，公车
改革这个“大手术”将如何有效推进？

多地曝光公车违规，“车轮腐败” 被晒

“脱皮”

在福建最近曝光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的典型案例中， 一地税局副局长因公车私
用被免职； 山东省曝光

７

起违纪典型案例
４

起涉及公车违规，广州市纪委监察局的“曝
光台” 首次晒出涉及

２７

单位的
３１

辆公车违

规；山西晋城市纪委曝光了中秋、国庆期间
出入高消费场所的公车车牌号码， 并要求
处理相关责任人……

近期广西南宁市纪委监察局在市属媒
体上用一个整版， 将近

２０

个单位或部门的
上百次公务车辆违章违法行为进行集中全
面曝光。记者看到，此次公开曝光的是

９

月
１

日至
１０

月
８

日期间公务车辆违章违法行为，

曝光名单包括南宁市下辖各县（区）和市直
相关部门，曝光信息则包括车辆号牌、机动
车所属具体部门等。“引入外部监督、 媒体
监督，对于治理公车滥用乱象，效果立竿见
影。” 广西南宁市纪委常委雷沛进告诉记
者。

早在今年
６

月份，南宁就组织市属媒体
对公车违法现象开展重点曝光， 并发起随
手拍公务车违法违规活动，受到网友力挺；

纪检、公安部门联手查处、曝光公车违规违

纪，震慑效果明显。如清明节期间，南宁市
一副处级干部私自驾驶公车到柳州扫墓，

经查实后被处以党内警告处分； 今年
６

月
初， 一副调研员擅自驾公车到酒店参加私
人宴请， 城区党委对其进行严肃约谈并收
回该车辆……

南宁市监察局副局长蒋宁华表示，“公
车违章违法背后体现的是特权思想在作
怪，今年以来，南宁市将整治公车作为转变
干部作风的一个重要抓手，采取‘零容忍’，

加大督查和问责力度”。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博士生导师刘献认
为，从遮遮掩掩，到接受网民监督，再到主
动曝光，近期国内公车监管力度明显加大。

挂公牌＋GPS， 中纪委开方能否遏制

公车乱象？

今年全国两会上， 全国人大代表张育
彪提交《关于治理“车轮上的腐败” 的建
议》，针对老百姓反映较多的公车腐败问题
提出了“公车统一标识”“推进公车改革”等
具体建议。

近期中纪委明确回复：下一步，将督促
各地区各部门严格公务用车编制和配备标
准，严格购置和运行经费预算管理，实行公
务用车经费在财务上单独列项和单车定额
核算制度。加强公务用车集中管理，严格实
施使用登记和公示、 配备更新及使用情况
统计报告等制度。

此外，中纪委称，将探索公务用车统一
标识制度， 要求条件成熟的地区和部门积
极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

ＧＰＳ

定位等制
度，接受社会监督。

“监督三公消费，首先应在财政预算上
明确体现和严格执行。”一位原全国人大财
经委官员说， 原先我国在预算编制中并没
有单列的“三公”项目，今后应该越来越详
细， 尤其对于公车购置、 花费都要严格预
算，严格执行，这是治本的办法。

湖北省政协常委、公车改革专家叶青认
为，公车乱象作为当前干部不良作风集中体
现的一个“病灶”，加大整治根除已经刻不容
缓，中纪委开出的“挂公牌

＋ＧＰＳ

”的药方对于
加强监督是有效果的， 但有一个重要前提，

是加快完成公车改革、大幅减少公车保有量

的基础上，再进行这些监督措施。

叶青指出， 目前我国全口径的公车存
量达到几百万辆，多得谁也说不清，中央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起专项治理，全国已处理违规车
辆近

２０

万辆。这些巨大数字说明，如果不从
根子上最大限度减少公车，甚至取消公车，

目前监督的广度和深度都无法覆盖庞大的
公车数量，“而且加挂公牌和加装

ＧＰＳ

都是
需要投入新的成本的， 只有在大幅精简公
车数量后， 这种监督经济性和有效性才能
体现。”

重点取消“专车”，走出越改越多困境

一位地方干部告诉记者， 公车直接触
动领导干部利益， 公车改革的重点应该是
取消“专车”，“公务车辆集中管理，公车司
机就是驾驶员， 而不是代表某位领导的特
权阶层，这样安装

ＧＰＳ

、挂上公牌才真正有
监督效果，公车腐败才可能遏制住”。

近期一些社会热点新闻话题中包括全
国过半省份取消“

Ｏ

”牌等特权车牌。多年
来，由于监管缺位和过度膨胀，公车腐败问
题已经成为突出矛盾。

“改革缺乏彻底性，监督缺乏透明性，

惩戒缺乏严肃性， 导致了多年来公车治理
屡屡‘卡壳’，甚至出现越改越多、越改越乱
的困境。” 一位研究公车改革多年的人士
说：“各地出台的治理公车乱象的相关规
定、政策不计其数，然而初衷良好的改革方
案，不是推不下去，就是改革走样，出现了
‘虎头蛇尾’的案例，更有公车照坐、补贴增
加的畸形现象。”

刘献认为， 公车乱象已经成为当前必
须下决心认真治理的问题， 而且开弓没有
回头箭， 一定要从根子上彻底治理，“当前
必须要做减法， 不仅要严控新购公车的额
度，更要在存量上‘动手术’，原则上应该尽
可能取消公车”。

不少专家指出， 我国公车乱象难以禁
绝的根源之一，就是监督不力，有些公车已
经不是“私用”，而是“家用”，完全没有约束
可言。把所有公车购置、使用、违章信息都
彻底公开，将公车进行明显标识，对于违规
者予以严厉惩戒。

（新华社上海
１０

月
２０

日电）

谁来打捞大拆大建背后的民声？

———透视城市建设“大开挖”现象

上万个工地同时开工； 每平方公里投
资近亿元； 在改变城市面貌的同时， 满目
“水泥森林”……近年来，一些城市兴起大
规模快速度建设热潮，也带来了交通受阻、

环境污染、生活不便，引发群众不解、质疑
甚至反感。

当前，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如何考量公
众承受力、环境承载力及财政支撑力，成为
政府及社会密切关注的焦点。

“大开挖”让群众闹心不已

最近一段时间， 南京大锏银巷
６６

号的
业主们闹心不已，原计划

６

月底完成的小区
“雨污分流”工程，快半年了还在施工。南京
２０１０

年起实施的这一工程，计划在
２００

多平
方公里全面施工，投资

１８３

亿元。

今年
１－８

月，南京市环境污染举报中心
接到的市民投诉达到

１．６

万件次， 约占全省
投诉总量的

１ ／ ３

。南京市玄武区人大代表彭
雯静说：“开了挖、挖了开。现在来看，这个
好事并没做好。”

武汉市城建委表示， 由于前些年城建
基本停滞，近两年为弥补历史旧账，建设项
目较多，

２０１３

年全市工地数量达
１１０１２

个，

部分区域每平方公里高达
２

个。武汉出租车
司机陈师傅反映， 有的城建项目不分昼夜

施工，影响出行和生活，晚上睡不好觉，觉
得“路堵心更堵”。

一批“短命建筑”背后也有政府大拆大
建的影子。 上世纪云南第一高楼———昆明
市老工人文化宫已于今年

９

月爆破拆除，

“寿命”不到
３０

年。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浙江
大学湖滨校区

３

号楼、辽宁科技馆等也因为
种种“需要”而“短命”。

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也指出， 城市更
新改造基本上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

致使许多积淀丰富人文信息的历史街区被
拆除，对原有形成的城市特色、历史文脉保
护不够，缺乏对自然山水环境的尊重。

其实，全国不少城市存在规模大、周期
长、影响广的“大拆大建”现象。据国家发改
委课题组调查显示，

１２

个省会城市平均每
个城市要建

４．６

个新城新区。 一些城市定位
过高、速度过快、用力过猛。

民生、财政、环境多重透支 城市建设

直面三大拷问

当前， 我国大部分城市与欧美城市相
比，还比较落后，城市面貌及基层设施亟待
改观。但若大规模城市建设过于激进，出现
过度透支，还须警醒来自民生、财力及环境
的拷问。

大拆大建需要巨量资金投入， 短期内
累积形成高额债务，近期频频引发关注。根

据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 该市三年城建投
资总额超过

２０００

亿元，相当于全市每人
２

万
多元。

另一方面，为弥补建设资金，地方政府
更加依赖于土地财政。 武汉市财政局数据
显示，

２０１２

年土地出让收入
３５２

亿多元，今
年预算为

４２６

亿多元。 而今年仅前三季度，

土地出让价款就已达
４９３

亿元， 同比增长
６３％

。

审计署公布的审计结果显示，

２０１２

年
底，

４

个省本级、

１７

个省会城市以土地出让
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需偿还本息

２３１５

亿
元，为当年可支配土地出让收入的

１．２５

倍。

城市建设要算的不仅是经济账， 还有环
境成本、民生成本，甚至拆迁等引发的社会成
本。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认为，这些成本
要么交给下一任解决，要么由百姓承受，这为
城市健康发展留下巨大包袱和隐患。

实际上，在
９

月底南京市委民主生活会
上， 该市常委会班子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时曾表示， 有的城市建设项目摊子铺得
太大、 战线拉得太长， 对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 工程投入承担能力和基层群众承受能
力缺乏科学统筹。

南京市政协委员马健说， 城市建设既
要防止沦为政府的“政绩之利”、工程方的
“营收之利”，甚至个别人的“腐败之利”，还
须警惕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

摒弃“长官意志” 体现民意分量

大拆大建的背后， 透视出一些城市出
现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罔顾民声等问题，

应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专家指出，城市建
设必须尊重实际、尊重民意，要科学把握改
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否则，建设的“大手
笔”容易变成“大败笔”。

———城市定位一味拔高，超越实际。江
苏小康与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冯治认为，

从区域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到国际化大都
市，一些城市“定位”不断加码，随之而来的
是城建计划不顾实际， 超出公共财政支撑
和民众承受能力。

———浩大工程“一人决策”，民意分量
不足。“城市规划应尊重民意， 论证过程要
倾听民意，具体实施需便利民生，而不是领
导想干就要干成。”马健表示，有些所谓的
重点工程自实施以来争议不断， 不仅规模
浩大，也缺乏民主科学的决策程序。

———工程投入“一骑绝尘”，民众幸福
不增反减。 不少地方城建投入大幅领先民
生投入，源于其“看得见的政绩、摸得着的
利益”。一家都市网站对所在城市建设的调
查显示，当地有

４８．７％

的网友直呼没有感受
到城市建设带来的幸福。许正中表示，搞建
设、谋发展不应只看城市表面的光鲜，更要
看民众的幸福感。

多位专家认为，城市规划建设应摒弃长
官意志，倾听民意，一味强调速度和规模，只
会在现代化的“陷阱”中迷失方向。要充分尊
重实情，科学统筹规划，多征求民意，建设人
民满意的城市。不能城市发展了，但绿水青
山消失了，人民安全和幸福感下来了。

（新华社北京
１０

月
２０

日电）

□

新华社记者陆文军向志强

□

新华社记者陈刚徐海波孙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