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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炮制了“低保盛宴”？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学校与专业，哪一个更重要？
紧张的高考结束了。接下来，

考生和考生家长要面对填报志
愿、遴选专业的问题。不少即将毕
业的大学生感叹“考得好不如报
得好”，这些过来人给出了一些
建议，但也让一些考生充满困惑：
志愿该咋报才万无一失呢？

答完高考试卷，先别想着放
松。@洛阳好备 T 被戳中了“痛
点”：只怪当年太年轻，高考后就
以为结束了，结果志愿都交给爸
妈填了。@祖国选择人民深有同
感：考完那几天只顾着到处玩，也
没好好估分，错失“良校”啊。

填报志愿是该重学校还是重专
业？@酃非认为宁愿稍稍降低学校
档次，也要选个好专业：很多重点大
学的学生迷茫、厌学，就源于选了一
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杞人则持
不同意见：专业可以转，但学校只有
一个。选个软件和硬件都不错的学
校，学习起来会更有劲。

兴趣与前途可以兼得吗？@开了
私房甜点的兔子君：不要迷恋“热门专
业”，兴趣是学习和创造价值的最大动
力。@河洛王鹏：兴趣不是简单的“喜
欢干什么”，要适合自己特点，同时不
能和社会实际需求脱节。

当然，专业和工作未必总是对
口的。@阳光不琇：现在就业形势严
峻，有工作就不错了，干一行爱一
行吧。@郭呀郭小静：毕业前还觉得
要“学以致用”，工作了才知道，其实
干什么都行。@王传言：专业只是大
学的知识积淀，能否运用到工作中
并实现突破，还得看“造化”。

再好的学校和专业也只是成
功的条件之一。@陆秀红1：大学与
专业不是敲门砖，只有锻炼了综合
能力，才有应对未来的本钱。@短肢
受：你要是个“学霸”，什么都限制不
了你学知识，关键还是态度！@一言
西国：学习不认真，选什么专业都
不一定好就业。 （王斌 春兴）

龙门 站ee

【新闻背景】“死人保、富人保、关系
保、福利保”，各色人等大显“神通”，农村
低保金成了“唐僧肉”，真正需要低保政
策救助的弱势群体却领不到低保金。
6月初，湖南省耒阳市通报发现并清退
了 402名不符合政策的低保对象，部
分涉事官员受到纪律处分。（见6月8
日新华网）

有开着宝马住经适房的，自然就有
开着奔驰吃低保的。只有制度缺陷才会
让数百名不符合政策的人，用社会的救
命钱分享权力的盛宴。耐人寻味的是，
这样的后知后觉并不是监管制度起了作
用，而是通过电视问政才被曝光，倒逼出
令人瞠目的真相的。

低保制度本是救命的兜底制度，按
照程序规定，即便基层干部弄虚作假，还
有民政部门通过严苛的核查来把关：将申
请者声明的财产状况与有关部门或单位
掌握的信息进行比对，看个人申报的情况
是否真实、完整，然后再结合入户调查、邻
里访问、信函索证、民主评议等措施来判
定申请者准确的家庭收入情况。然而，为
什么骗保乱象依然层出不穷？

2013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社会保障
绿皮书，对安徽、福建、江西、河南和陕西
5省696个低保户进行的抽样问卷调查
显示，其中约六成不是贫困家庭，有近
八成的贫困户没有享受低保救助。近
三个月前，新华社有关海南部分乡村低
保乱象的调查令人愤懑：农民申请低保
三年无果，带了一些礼物送给村干部

后，第一次领到了低保金；村里真正的
穷人拿不到低保，村干部自己倒是吃上
了低保……公开报道称，海南省乐东黎
族自治县掀起低保“清理风暴”，7945
个低保户被清退。

那么多不符合政策条件的人混迹在
低保户群体里，仅仅清退就了事了？

问题还是指向两个层面。一是低保
程序门槛低、监管松。申请与公示过程
基本还在“透明的暗箱”里，加之审核监
督又“牛栏关猫”，于是低保就成了基层
干部手里的“唐僧肉”，愿意分给谁就给
谁。2月19日，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表
示，2015年年底将在全国全面建立家庭
经济状况核对机制。但如果有了机制而
疏于核对，骗保恐怕还是难以禁绝。

二是权责对等的惩戒不到位。4月
2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
议拟对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7个法律
适用问题做出解释，骗取社会保险金或
者其他社会保险待遇的行为属于刑法第
266 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将
被追究刑责。低保、国家救助金和其他
社会救助纳入刑法解释范围。在今日的
法治环境下，“部分涉事官员受到纪律处
分”显然过于绵柔，刑罚的板子不落下
来，如何捍卫司法权威？如何威慑前赴
后继的骗保者？

雪中送炭的低保弄成锦上添花的权
力“福利”，这已经不是一时一地的闹
剧。如何用刑罚揪出低保队伍中的掮客
与冒领者，职能部门责无旁贷。

房地产就是一匹斑马，黑白相
间，谁是底色呢？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结论。虽然房地产已进入白银时
代，但白银也是贵金属。

——万科总裁郁亮
不少人认为，公益组织既然是

非营利的，你们就应该做苦行僧，拿

很低的薪酬，这种道德绑架让这个
行业发展非常困难。想吸引人才就
应该付出与之贡献相适应的报酬，
但是社会道德绑架让公益组织很难
吸引到人才，这是应该纠正的。

——希望工程发起人、中国慈
善联合会副会长徐永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