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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2日表示，今年9月1
日起我国将建立全国统一的学
籍信息管理制度，实行全国学生
“一人一号”， 全国统一编码，终
身使用。该系统将于年内全部建
成，并实现全国联网运行。

从技术层面看， 这确实有很
多好处。如为“解决转学问题”以
及“校车、营养餐”等问题提供便
利，避免学籍重复甚至造假问题。

虽然如此， 在笔者看来，也
不宜太过高估其价值。首先必须
意识到无论是对于“异地转学”
还是“学籍造假”等来说，统一的
学籍制度固然不乏积极的推动
作用，但实际上又都不是一种能
真正触及内在要害的治本之道，

而不过仅仅是一种外在技术性手
段。比如，“异地转学”的要害是现
行户籍制度，“学籍造假” 是因为
教育管理权力缺乏有效制约。

其次，还应看到，“终身统一
学籍号”的技术功效并不是牢不
可破。一个现成的例子是公安户
籍管理，它早就已经是“一人一
号、 终身使用”、“全国统一联
网”，但技术手段并没有妨碍“房
妹房姐”等一人多户、多号等户
籍怪象的频繁发生。

有鉴于此，对于“终身统一
学籍号”， 笔者想提出以下几点
建议：其一，教育部门其实不必
另起炉灶，再单独编制一套全新
的号码，完全可以借用现成的身

份证号码作为学籍号； 其二，对
于与统一学籍号相对应的学籍
信息，教育部门须建立起一套严
格明确的配套管理制度， 比如，
必须在制度上充分明确哪些信
息属于学籍信息、判断认定学籍
信息的标准边界是什么、如何确
保学籍信息合理使用而不被滥
用等；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教育
部门应努力将全国统一的学籍
制度，作为一种以保障受教育者
权利为本位的公共服务制度，而
尽量避免使之沦为一种简单满
足教育部门行政便利的管理、管
控制度。而要做到这一点，统一
学籍制度必须与户籍等制度的
改革结合起来。 ■张贵峰

中央纪委常委会日前召开会
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反对“四风”要持之以恒的重要精
神。会议指出，纠正“四风”必须抓
住重要时间节点， 一个阶段一个
阶段地推进。当前，要坚决刹住中
秋节、国庆节公款送月饼、公款吃
喝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 过一
个欢乐祥和、 风清气正的中秋节
和国庆佳节。

每逢佳节， 总不乏送礼者奔
忙的身影，在送礼已成“刚性需求”
的中国社会，“无礼不成事”似乎已
成共识。也因此，过节的意义不再
停留在传统文化层面， 而更多地
被注入了社会关系学的成分。

如果说， 过节只是纯粹地表
心意送点礼物去上司、朋友家，倒
也无可厚非，但我们都知道，送礼
这回事， 已经随着人们的欲求异
化成了拉关系、 行贿赂的常规手
段， 也成了社会中的一种权钱交
易常态。每年层出不穷的“天价粽
子”、“天价月饼”等礼品的出现，赤
裸裸地告诉人们， 送礼市场是何
其广阔，送礼需求又是多么巨大。

礼品逐渐迈向高端化， 其背
后的原因是“送礼好办事”的社会
现实，以及送礼成风之下，不由自
主地发展成礼品价位比拼的现
状，再一个，就是公款消费的无底
线行径， 给市场的礼品定价插上

了翅膀。 在节日期间的礼品市场
我们不难发现， 价格高得离谱的
礼品从来不缺购买者， 有如此高
消费能力的个人毕竟是少数，那
么，之所以能撑起这块消费市场，
自然要将大功归于公款消费。

节日送礼的公款消费现象不
仅已成常态，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中秋之前所发出的这道反对“四
风”禁令，亦算是反腐工程中针对
节日送礼祭出的一把“达摩克利
斯之剑”。现在关键的是，这把威
慑之剑要有随时落下来斩除不良
风气的可能， 如此才能让公款送
礼的人群心生畏惧。

“公款送礼”属于把商品交换

原则引入政府行政管理和党内政治
生活的一种深层次腐败和犯罪行
为，既然属于犯罪行径，就应运用相
关法律条规， 一旦发现有公款送礼
者，便严惩不怠。同时应发动社会举
报，最大范围地监督，让公款送礼者
无所遁形， 法律惩处与社会监督共
同作用， 才会最大程度达成禁令所
期望的效果。另外一点，就是各级政
府机构的财政支出要有一本“明白
账”， 若每一笔公帑花销都清清楚
楚，又何愁公款送礼屡禁不绝？

其实每年都会有禁止公款送礼
的禁令发出， 但尽管禁令“雷声隆
隆”， 公款送礼者却仍然面不改色、
我行我素。 一方面纵然是因为公款

送礼、你来我往已经成了联络感情的
必要条件，短时间内难以根除，更多
的原因则还是公共财政预算执行不
够阳光，给随意支配公款留下了巨大
的操作空间，以至于公款送礼者无畏
无惧。

公款送礼，并非绝症，多年难治
愈， 只是因为不愿对症下药罢了。要
使节日公款送礼真正根除，就必须要
在财政资金预决算、审计监督以及运
营使用等方面，建立完善公款精细使
用管理制度，强化内外监督，使财政
支出完全公开透明化，不让公款支出
有任何弹性可言。若不能如此，禁止
公款送礼便永远只会停留在空喊。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如果没人给孕妇让座，我就
不开车了!”

近日，南京9路公交车驾驶员
刘佳在开车过程中， 遇到孕妇上
车， 在多次提醒乘客给孕妇让座
无果后，他看着站着的孕妇，向乘
客这样说。后来，孕妇后方的一名
男乘客站起来让了座。

圆的宝贝妞：最看不起坐在老
弱病残专座上不让座的正常人。

童鞋你好：我让座过好多次，
可有些人不领情， 有些人则一句
谢谢也不舍得说。

妹纸不是汉纸： 司机师傅好
样的。

韦恩的小屋： 不让座让人不
舒服，强制让座也觉得不舒服。

梨木： 还是要营造一种潜移
默化的无声社会道德氛围。

“海纳百川，逢赌必胜，如有
可能，把我唤醒。”

中元节， 不少武汉市民到公
墓祭奠亲人，穿行墓碑间，一些以
前难以见到的幽默墓志铭时不时
映入眼帘。一名姓黄的逝者，其妻
儿为他立了墓碑， 墓碑上除了逝
者影像、姓名、生卒年月日和立碑
者姓名外，还有以上十六个字。

甄大宝： 这老兄恐怕生前逢
赌必输吧？

多佐： 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生前开心，死了还能给人带来快乐。

风雅无边： 俗话说， 生命不
息，战斗不止。这姓黄的死了还记
挂赌局，大敬业啦！

ieengslg：不错，让人过目难
忘，实现真正的“永垂不朽”，而不
是一些看都看不懂的话。

过节不送礼， 公款须阳光

“终身统一学籍号”价值不宜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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