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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起施行的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 明确提

出，中小学、幼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应当将学校校园及周边地区作为监督检查重点。近日，有媒体在多地

调研发现，随着监管加强，不合格零食售卖情况有所收敛，但仍有部分

“五毛零食”风吹草不折，隐藏在校园周边的文具店、书店中。学校食

品安全事关少年儿童的健康，容不得半点闪失，将不合格零食逐出校

园，有关部门应持续加大治理力度，通过严格执法，提高制造和销售不

合格零食行为的违法成本。 （时 锋）

““新据点新据点””
商海春商海春作作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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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比上市公司数量不可取
小 舟

在现行新股发行核准制条件下，A股上市公司依然是稀缺资源，上市公司数量成为衡量一个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之一。但是，攀比上市公司数量不可取。部分地区不顾市场规律，行政干预、揠

苗助长，片面追逐上市公司数量，如此做法不宜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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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工作成为人生出彩的舞台
余 幸

国企在民生领域当有新作为

傅育宁
华润集团董事长

削减证明事项有助优化营商环境

吴 琦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

加大高端制造业及技术改造投资

林致远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8 年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刚结束，

一些机构就推出所谓的县域上市公司数

量榜单、县域上市公司创新榜单、县域

上市公司专利榜单等诸多榜单，结果自

然是几乎不用调研、翻翻资料即可排

定。无独有偶，此前有少数地方为了提

高上市公司数量，给受到处罚甚至违法

的“带病”企业开绿灯，有的地方还或

明或暗地组织上市公关团队，力争早日

拿下“全国上市公司第一县市”“上市

公司第一区”等招牌。

各地竞相提升上市公司数量，是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提升企业管理水

平、优化融资结构、稳定财税和就业

等综合因素使然，有一定道理。在现

行新股发行核准制条件下，A股上市公

司依然是稀缺资源，上市公司数量也

的确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

指标之一。Wind 资讯统计显示，截至

2019 年 5 月 6 日，我国共有上市公司

3600 多家，总市值超过 42 万亿元，总

股份 6.6 万亿股。根据 2018 年财报计

算，500 家市值排名靠前的上市公司净

利润超过 3万亿元，成为各地区拉动经

济发展和稳定就业的重要力量。打好

上市公司这张牌，不仅有利于优化地

方资源配置，把上市企业培育作为调

结构、促转型的抓手，而且有利于借

助资本市场的力量，提升地区企业竞

争力，打响区域名片。

正因为有诸多利好，各地纷纷推

出“上市倍增计划”“上市冲锋规划”

“上市奖金计划”等，从人、财、物等

多方面鼓励企业上市融资，对相关事

项一路“大开绿灯”。在以上市公司数

量论英雄的观念导向下，部分地区出

现上市怪现象。有的企业在政府连年

补贴下，玩起“财务戏法”，由亏损多

年摇身一变成为盈利大户，有的企业

明显违反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规，不具备上市

资质，却被地方政府“从轻发落”甚

至“带病”上市，还有的企业明明不

愿意上市，被各方利益裹挟勉强上市

或者到新三板挂牌，反而影响了企业

长远发展。

争相攀比上市公司数量，危害巨

大。少数“带病”上市企业刚刚登陆资

本市场就曝出财务“地雷”或债券违约

“地雷”，那些本不具备上市资质的企业

暗通少数心术不正的高管，借用资本市

场的诸多工具，掏空上市公司，公开炒

卖“壳”资源……种种危害，不仅没有

给地方经济发展和税收带来红利，反而

成 为 广 大 投 资 者 和 地 方 经 济 发 展 的

负担。

企业上市原本应是自主行为、市场

行为、法治行为，部分地区不顾市场规

律，行政干预、揠苗助长，片面追逐上

市公司数量，这样的歪风邪气该狠刹。

一是应加强顶层设计和央地联动，加强

对地方拟上市企业的培训，让地方政府

熟悉上市流程和“红线”，树立正确的

政绩观和企业上市观念，避免“带病”

企业乔装改扮为“优等生”，杜绝单纯

攀比上市公司数量的问题；二是进一步

完善证券发行承销、信息披露、上市公

司退市等相关法律法规，让遵纪守法的

企业能够如愿上市，让欺诈上市、违规

上市的企业得到应有惩处；三是拓宽企

业融资渠道，增加有效金融供给，减少

千万企业挤上市“独木桥”现象，让那

些有发展潜力的小微企业、民营企业、

科创型企业能够自主选择多元化融资方

式 ， 真 正 与 地 方 经 济 发 展 实 现 良 性

互动。

由于历史原因，在许多城市有不少

老旧楼房没有配建电梯，居民上下楼很

不方便。对此，国家有关部门曾出台文

件，鼓励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对老旧楼

房加装电梯。一些地方也在老旧楼房加

装电梯方面作出探索。然而，加装电梯

在操作层面却面临着诸多现实掣肘。

一方面，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在规

划、审批流程上需要耗费不少时间与精

力，资金统筹也不容易；另一方面，小

区居民之间的意见分歧和利益纠葛协调

起来并不容易，绝非一纸通令就能解

决。比如，住在一二楼或者年轻的居民

会认为，加装不加装电梯对生活影响不

大，但六七楼或者家里有老人的居民则

认为，加装电梯是一种刚需；对于家里

经济条件宽裕的居民来说，分摊加装电

梯的资金对自己不会产生太大经济负

担，但对于经济条件拮据的家庭，这却

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给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大势所

趋，但要将好事办好，则需要兼顾社区

居民的正当利益诉求，最大限度地实现

不同群体的利益均衡。这就需要相关部

门在制定决策时认真征集群众意见，然

后对症下药。一方面，需要对不同楼层

设置不同的出资标准，一二楼和六七楼

的标准要有一定的比例差别；另一方

面，公共服务必须跟上，可以探索提取

住房公积金、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用于支

付电梯费用。当然，居民也要多换位思

考，具备“成人之美”的良好心态，这

样加装电梯才会真正从美好的愿望走向

现实。

近年来，电子商务和物流业的快速

发展，给消费者带来了很大便利。其背

后是数以百万计快递从业者的走街串

巷、辛苦配送。正因如此，一些地方的

快递小哥因业绩优异而获得当地“青年

五四奖章”。

在个人价值实现路径多样化的今

天，无论做什么行业，要想实现人生

“出彩”，除了要靠辛勤劳动，还需要

精益求精、尽善尽美的“匠心”追

求。据悉，在获奖的快递员中，有人

曾通过市场调研，了解到快递业务中

存在的短板与不足，并有针对性地加

以改进；有的人“想客户所想，急客

户所急”，用贴心细致的服务赢得了

客户的信任。正因如此，快递小哥们

在日常的繁忙工作中坚持奋斗，让看

似不起眼的快递行业成为人生出彩的

舞台。

快 递 工 作 通 常 不 需 要 太 高 的 学

历，但拥有很高的学历也不一定做得

了快递员这份工作。对任何行业来

说，合适的人才终靠工作实践检验。

这其中不可或缺的，是吃苦耐劳、踏

实肯干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甘于奉献

的精神。如今，一些普通劳动者通过

辛勤劳动，获得了物质层面的回报和

精神层面的激励，赢得了广泛的社会

认同，“让劳动更有价值”。这充分说

明，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只有每

个人都为美好梦想而奋斗，才可能更

好地实现人生价值，才可能汇聚起实

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才可能留下充

实、温暖、持久、无悔的青春回忆。

老小区装电梯应兼顾不同诉求
樊树林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幅削

减各类证明事项，优化了公共服务和营商环境。应继

续梳理和取消证明事项，对保留的事项实行清单管理，

重点推进建立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促进信用社会建

设。削减证明事项，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一

方面，在总量减少的前提下，实现清单化管理。对于没

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可通过部门信息共享解决的、可以

用非证明形式替代的，要坚决削减。另一方面，在守法

诚信的原则下，推进建立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从正向

激励和负面约束的角度来夯实社会信用基础。

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两大主攻方向，多地瞄

准重大技术改造和培育高端制造业。以制造业技术改

造投资作为切入点，将带动全社会投资，有利于稳增

长，同时将信息技术融入研发设计、生产、流通各环节，

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有利于促转型。加大高

端制造业投资，有助于通过产业升级，带动高技术含量

和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带动纺织、钢铁、有色、石化、汽车等传统制造业由加工

制造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长期以来，民生领域国有企业在商品生产、医药健

康、住宅开发、公共事业等领域提供产品和服务，为国

家贡献税收、为社会创造财富、为人民提供就业，在保

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民生

事业发展与人民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国有企业当

有新作为。民生领域国有企业应着眼于补齐民生短板

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障供给安

全、实现国家战略、推动转型发展、参与全球竞争等方

面发挥应有作用。同时，民生领域国有企业面对激烈

的市场竞争，只有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

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才能具有

活力和竞争力，才能发挥出应有作用。

近年来，一些网络众筹平台在

广筹爱心、扶危解困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是，一些备受质疑的

问题也不时发生。那么，通过网络

平台实施众筹的主体，资质到底如

何审查，才能确保情况属实，不至

于挥霍社会的爱心？

事实上，网络众筹并不是无法

可依、没有规矩的。2017 年，民

政部出台《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

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规范》和《慈

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

本管理规范》，规定个人求助、网

络互助不属于慈善募捐，真实性由

信息提供方负责。平台应加强审查

甄别、设置救助上限、强化信息公

开和使用反馈，做好风险防范提示

和责任追溯。尽管如此，平台究竟

负什么责任、审查责任如何落实、

责任追溯如何实施等，还没有十分

具体的规定。这导致很多众筹平台

仅仅停留在“患者自证清白”的层

面，有些平台甚至把重点放在赚取

手续费和流量收益上，对相关信息

审核放任不管，信息不实涉嫌诈募

等现象难以杜绝。

无论是从传递社会爱心、救助

弱者的角度，还是从平台管理经营的角度，强化“网络募

捐”审核监督，都是众筹平台义不容辞的责任。否则，不

实募捐不断滋生，自然会影响众筹信誉，还会对社会爱心

造成伤害。当前，亟需完善对网络众筹尤其是相关平台的

管理，打造更负责任的网络众筹。

笔者认为，鉴于众筹日益普及并具有积极作用，有关

部门应及时将其纳入社会募捐的监管范围，并对网络众筹

行业清理整顿，进一步完善平台审核监管责任、募捐主体

自我证明责任，并通过完善群众监督机制、追溯问责机制

等，规范和完善网络众筹管理。比如，可以根据相关管理

规定，推行诚信问责和依法问责机制。对众筹平台因信息

审核不严格导致“诈募”和不实“筹募”的，可取消平台

众筹资质，并以扰乱互联网秩序和虚假经营之名追责。又

如，可探索推行众筹诚信“黑名单”机制，让民众能对善

款去向和使用情况跟踪监督，对其中存在“诈募”和信息

不实被质疑的，根据调查结果将相关对象纳入诚信“黑名

单”，防止对慈善爱心人士的伤害。

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

必须发挥制度的作用。督察制

度不仅发现了发展中的问题，

而且通过“回头看”看到了整

改中应付差事的现象。可以

说，督察制度就是解决形式主

义突出问题的一个好办法

整改方案岂能敷衍了事
舒 生

督察发现问题之后，就需要作出整

改，第一步是要制订整改方案。整改方

案当然应围绕发现的问题，提出具体改

进措施。然而，山西多地对中央环保督

察问题的整改方案却“惊人一致”——

照抄照搬，抄袭严重。5月6日，中央第

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曝光了山西省多

地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重视不

够，整改方案照抄照搬，形式主义问题

突出。

这种突出的形式主义，反映的是某些

地方领导干部的工作态度，他们总认为什

么事情都可以“对付过关”。对于上级指

示和要求，习惯于“对口径”表态，“照

着文件执行”最保险。山西一些地方的做

法更甚于此：对督察发现的问题没有认真

查找原因，急急忙忙发布的环保督察整改

方案公然直接抄袭省里的文件，不仅行文

口气和内容相同，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

改。这种敷衍了事的做法，显然是一种典

型的形式主义。

今年年初，中央再次强调要切实解

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形式主义突出问

题的表现，既有对基层不切实际提要

求，盲目追求表面效果，增加基层负

担，劳民伤财的，也有像山西一些地方

环保整改方案这样消极应付，以抄文件

等方式敷衍塞责的。在执行政策过程

中，最大的形式主义就是照抄照搬，这

是消极怠工的“最好办法”。当前，全党

全国人民都在集中力量打好三大攻坚

战，环保执法正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重要内容。在这个问题上，山西某些

地方竟然如此不重视，采取敷衍应付态

度，给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当地群众利

益福祉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

敷衍了事的形式主义在个别地方能

够大行其道，也说明相关地方干部作风

漂浮、得过且过到了何种程度！解决形

式主义突出问题，必须发挥制度的作

用。督察制度不仅发现了发展中的问

题，而且通过“回头看”看到了整改中

应付差事的现象。这种督察制度就是解

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的一个好办法。既

然督察发现了问题，“回头看”也看到了

问题，那就要严肃对待，该问责的问

责，该追责的追责。必须以严格的制度

挤掉形式主义的活动空间，挤走各类形

式主义泡沫，倡导求真务实的作风，这

样才能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切实取信

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