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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发挥事业单位人才和技术资源优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关于支持和鼓励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明
确了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技人员创新创业的重
要意义、具体情形和保障措施，并提出实施要求。
该指导意见适用范围主要是高校、科研院所的专
技人员。除高校、科研院所之外的事业单位的专
技人员，符合不同创新创业方式要求的，也可以提
出申请。“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包括独资企业或控
股企业，都不在挂职、参与项目合作、兼职、离岗创
业的范围内。”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说。

（据3月23日《人民日报》）
当今世界各国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又是人才

的竞争，人才强则国强，人才多则国盛。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
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
使用人才各尽其能。”坚持党管人才必须在找人
才、挖人才、荐人才、用人才上下功夫、想办法、出
实招，方能在人才工作中事半功倍，为事业发展凝
聚力量。

“真正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能够聚人才是一
个重要课题，而人才聚起来后如何更好地使用，是
一个更加重要的课题。我国体制内的事业单位有
126 万个，在职人员多达 3000 多万；而事业单位
中，专业技术人员占有相当大比重，受传统“铁饭
碗”思想、管理体制限制、保障机制不完善等因素
影响，很多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很难发挥出
其自身专业素养所应发挥出的作用；同时，分配制
度、人员管理等方面已经跟不上时代；这些都严重
影响了广大专业技术人员创造潜力发挥。这次人
社部出台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事业单位专
技人员离岗创新创业，可在3年内保留人事关系，
离岗创业期间保留基本待遇等四种情形的政策措
施，真正解决了这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的后顾之忧。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当前，全社会“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浓郁，人社部又出台了
这个指导意见，真正让这些素养高、能力强、有想
法的专业技术人员“如虎添翼”；即使创业失败，也
有退路，原来的单位可以兜底，这无疑是一个巨大

“利好”；笔者相信，此政策一出，必然有一大批专
业技术人员摩拳擦掌，想要出去干一番自己想干
的事业，这样也进一步激活了这部分人才的潜能，
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鼓励离岗创业

激活人才潜能
杨兴志

71岁的崔秀琴阿姨退休前是名医生，退
休后，热心的她继续发挥余热，免费为居民们
针灸、拔火罐，很受欢迎。她说，一天时间下
来，她要为二三十位居民针灸、拔火罐，“虽然
累，但我觉得很开心”。

崔阿姨的举动让我们感动。虽然退休了，
可是老人依然在发挥自己的余热，帮助邻居解
除病痛。最起码，这能起到两个作用。一方面，
对于退休的医生来说，丰富了晚年生活，有了价
值感和被认同感。一方面，让邻里的小病小恙
不出社区就能解决。

眼下的医疗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支持
医疗资源下沉，也就是说让更多好医生，更多

好设备下沉到基层。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
上，卫计委提出了新的概念：让百姓在家门口
就能看好病。这样的制度勾画是对的，但是，
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医疗资
源的下沉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情，最大的
牵绊在于，好的医生不愿意到社区，不愿意到
基层。

改变这种现象，需要医改制度的配套，而
医改制度的配套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解决的
事情。受到这位退休医生义举的启发，笔者
以为现阶段不妨多鼓励退休医生在社区奉献
余热。

无论是大专家还是小医生，他们都生活

在社区里，这就是最宝贵的医疗资源。我们
何不深度挖掘这个医疗资源呢？

我们的医改制度要学会把“退休的医生”
当成手心里的宝。退休的时候，恰恰是很多医
生的黄金期，积累了一辈子的治疗经验，积累了
一辈子的诊断经验，能够继续造福社会。

笔者以为，应该在制度上打通路径。鼓
励“退休的医生”在居住的社区继续发挥作
用，利用好他们的技术，给他们创办有资质的

“社区家庭诊所”，让免费服务变成“廉价服
务”、“低价服务”，既可以纾解到医院看病难
的问题，还能让社区居民不出社区就能看好
一些小病。

应鼓励“退休医生”在社区奉献余热
郭元鹏

今年北京将实行骨灰自然葬免费政策。目
前，长青园骨灰林基地已经建设了自然葬区，北京
户籍亡故居民可免费安葬，墓园免费提供可降解
骨灰容器、骨灰告别仪式及骨灰安葬仪式。据北
京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处长李辉介绍，骨灰自然
葬是指使用可降解容器或者直接将骨灰藏纳土
中，安葬区域以植树、植花、植草等生态自然进行
美化，不建墓基、墓碑和硬质墓穴的不保留骨灰的
安葬方式。 （据3月22日《北京青年报》）

北京市今年推出的自然葬免费政策很值得关
注，因为它不仅是要引导节约型的绿色殡葬，还体
现出了政府公共服务的兜底性质。殡葬观念的革
新，涉及伦理、民俗、经济等诸多方面，这就注定了
需要时间去潜移默化。推动绿色生态殡葬主要有
三方面因素——经济、观念和政府服务。

国内大中城市的骨架在不断拉大，一些核心
城市的人口虹吸效应不断放大，城市人口高密度
聚集，而土地资源是有限的，这就势必导致传统殡
葬行业服务价格一路水涨船高。实际上，经济因
素也正是绿色生态殡葬能为市场和市民所接受的
重要原因。

说到观念革新，这几年这方面的变化非常
快。就拿北京市来说，2016年，全市骨灰立体葬、
树葬、花坛葬、草坪葬、撒埋等节地生态安葬比率
达55.97%。过半选择生态安葬，这样的数据本身
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如今传统的“厚葬”观念正在
发生变化，人们更加理性，更认同“厚养薄葬”。

当绿色生态殡葬具备有经济优势和观念认
同，接下来最关键的是公共服务和配套措施的对
接了。像北京市这样自然葬免费的做法，体现出
了政府的兜底作用。而对于其他城市而言，如果
做不到免费，也应尽力拿出更多低价且优质的绿
色殡葬服务来。

推动绿色生态殡葬，显然需要更多“公益性”
公共服务。政府拿出诚意为绿色殡葬提供便捷，
殡葬观念的革新就会进行得更快些，就此而言，北
京市的自然葬免费政策很值得各地借鉴与参考。

推动绿色生态殡葬

需要更多兜底政策
长 雒

不久前，北方一省份十多个省级贫困县
竞相申报摘掉本地贫困帽子。如果这些贫困
县经过第三方严格评估和有关方面批准顺利
摘帽，固然是一件好事。但记者近日采访了
解到，“竞相申报”的背后，也有个别地方党政
主官为了个人乌纱帽急于摘掉当地贫困帽的
小九九。这种做法上不符中央精神，下不合
百姓期待，反映出一些贫困地方主要领导干
部政绩观跑偏，作风不严不实。此风一长，工
作欠账，群众心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脱贫攻坚作
出新的部署，吹响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军
号，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去年10月，中
办、国办印发了《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
明确提出“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做到不

脱贫不调整、不摘帽不调离”。
这一政策深受群众拥护，得到贫困县广

大党政领导干部认真执行。但也有个别干部
担心这一政策会影响他的“正常交流”，甚至
有人因自己不能及时升迁而慨叹“时运不
济”。

这些微词听起来头头是道，实际却站不
住脚。从党规上讲，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在思
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党
员修养上讲，“把个人利益摆在前面，把党的
利益摆在后面”、“总是患得患失计较个人的
利益”都是个人主义的表现。而平时把干群
鱼水深情挂在嘴上，遇事拔腿就走，更是缺乏
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朴素情感的表现。

实事求是脱贫摘帽值得赞赏。但如果是

为了个人升迁玩弄虚假脱贫、数字脱贫的把
戏，不仅严重损害群众利益，更严重败坏党和
政府的形象，此风必须严刹。

今年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
越往后，难度越大，越要压实责任、精准施策、
过细工作。

要坚定不移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建设
坚强、稳定的脱贫攻坚队伍。贫困县主要领导
干部，要沉得下身、沉得下心，敢于担责、敢挑
重担，心无旁骛、一心一意，扎实下真功夫、做
细活，增强“绣花”的能力，防止浅尝辄止。要
切实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最严格的评估
考核，加强脱贫攻坚督查巡查，严肃查处不实
脱贫现象，推动各地以问题导向改进工作，确
保脱贫得到群众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莫为乌纱帽争摘贫困帽
李仁虎

入春以来，部分城市房地产强势反弹。近期，一批热点城
市和地区加强楼市调控，持续在“双限”上着重发力。在需求端
下猛药，为救急所必需。而从长效机制看，还是要从供给端入
手，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把握“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基本定位，必须深
入研究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在楼市调控方
面，既要加短鞭，更要用长策。既针对“炒”遏制投机，也要针对

“住”稳定预期、保障需求。
要“管住炒”，也要“保障住”。“住”是核心目标。抓住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需要把楼市调控目光更多投向“保障
住”。沿着这条主线往下走，调控的政策空间还很充裕。诸如
加快棚户区改造，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完善低端有保
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多层次住房体系建设等，都要
深化供给侧改革，政府制度供给和企业产品供给形成合力，持
续发力。

供给侧与需求侧是相辅相成的。“双限”调控，短期内稳定
了市场，为供给侧改革创造了时间窗口。在楼市调控中，应抓
住改革“窗口期”的机遇，围绕“住有所居”的目标，理顺土地政
策、财税政策和人口政策，正本清源，形成长效机制。

楼市调控要“管住炒”也要“保障住”
王立彬 杨绍功

备受关注的西安地铁三号线电缆质量问题有了初步调查
结果，不合格电缆将被全部更换，涉事公司相关人员已被控
制。公共安全大于天，在彻查事件真相的同时，必须彻底铲除

“知劣用劣”的温床，让民心工程成为安心工程。
劣质产品让民心工程变成寒心工程，背后有相关涉事企业

“知劣用劣”的魅影。众所周知，像地铁这样涉及众多群众出行
和生命安全的项目，材料质量、工程资质、招投标都要经过严格
把关，每一个关乎公共安全的细节都不容有任何闪失。

反观涉事问题电缆生产企业，既不是业内龙头，又多次因
产品质量问题被处罚，屡罚不改却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拿下西
安地铁三号线这样的大工程。那么这个问题电缆的祸根究竟
被铺进了多少城市的地下管线？这背后有没有监管失职、有没
有利益输送？又是谁在用手中的权力，给问题企业“加持”、给
劣质电缆“开光”，令其有如神助，行销各地？

对事件真相的调查与追问，不应止于信息公开和干部致
歉。在彻查问题企业和涉事人员的同时，更需要举一反三，切
实发挥党内监督、群众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形成
监督合力，为民生工程筑起一道道“防火墙”。惟其如此，方能
杜绝下一个“地铁三号线”问题的出现。

要查查谁给劣质电缆“开光”
陈晨 李华

“国内眼科界有一段时间没丝裂霉素可用了，主要生产商海正
药业2014年被辉瑞收购，更名为海正辉瑞，停止丝裂霉素生产，各
医疗机构一直只能使用库存，最后一批药物批号有效期2016年11
月。”上海市青光眼学组副组长、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
科主任医师陈君毅说，“我们医院买到了最后一批药物，是全国最
晚停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表示，廉价药
消失背后的一个原因在于生产环节，有的药价低于成本，加上以药养医
机制没有完全取消，生产方和使用方没有动力下，出现了扭曲的现象。
需要尽快建立合理的价格机制，使得多方参与，包括供求方、医保支付方
等，真正考虑到药品的成本、性价比。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短 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