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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语录…

视点华
声

余以为…

在广东省“两会”即将召开
之际， 民革广东省委向大会提
交一份提案， 建议颁布官员禁
读EMBA令， 鼓励其根据工作
性质就读在职MPA�（公共管理
硕士）。

EMBA研究生教育旨在培
养具有现代管理理论、 掌握决
策方法、 领导企业参与国内外
竞争的能力和知识的企业人
才， 故开设的必修和选修课程
都与企业管理有关。 虽说管理
有相通的地方， 但侧重点有不
同 ：EMBA 侧 重 企 业 管 理 ，
MPA侧重公共管理，官员选读
MPA才对。

提案援引近年《福布斯》对
中国商学院EMBA项目的调

查， 显示EMBA学员中政府官
员所占比例平均为8.3%。 天晓
得， 官员硕士们在商学院学到
了多少公共管理方面的知识和
能力，外界只知道，他们慷纳税
人之慨， 向工商院缴纳了几十
万的学费以及来去不菲的交
通、食宿费用后，不愁没人替他
们点卯，也不愁考试通不过，反
正总能如期拿到硕士证书。

商学院最清楚EMBA不是
专为官员开的，但他们非常欢迎
官员就读EMBA， 有的甚至以
免除学费、注册费等优惠条件吸
引书记、市长就读，你道为何？他
们也想在官员中建立人脉关系
啊！你想想，某某书记、市长是从
他们这儿毕业出去的硕士研究

生，这是多有面子的事！
至于官员的同窗，那些个老板

同学，他们更是巴不得结交几个高
官同学。确切地说，老板结交官员
的愿望有甚于官员想认识老板，为
了鼓励官员读EMBA，有的老板甚
至愿意为官员的学费买单。对他们
而言，在官员身上进行感情投资乃
一本万利的好事。

试问，这么深厚与优渥的既得
利益，有哪方愿意放弃吗？这就需
要借助外力来打破利益坚冰。此次
民革广东省委建言，借助了三方面
外力，一是民主党派，二是代表委
员，三是中纪委和监察部，只要三
方合力，不伦不类的官员就读EM-
BA的研究生教育就有望叫停。

■王学进

“你先给我立正！”

1月6日深夜， 一名身着武警
上校警服的男子在南宁市万秀村
因琐事与人发生争执。 随后，“上
校”拨打了报警电话。当民警赶到
现场后发现，“上校” 的军装不太
对劲，便询问他来自哪个部队，却
被呛了一句。

追梦：估计这哥们喝大了吧！
脚气过人： 武警叔叔你都敢

冒充，简直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一身胆：想过当武警的瘾，也

该学个好武警。
神药：幸好民警眼神好，不然

这种“武警” 会让多少老百姓失
望？

逆水寒： 必须要严厉惩罚这
种招摇撞骗者！

易水：一看就是惯犯。

“喂，110，我失恋了，帮我找
个女朋友。”

广州哪个号码最忙？ 毫无疑
问，110！“有危难， 找警察”，1天
1.6万个电话，有求助、有咨询、有
抱怨、有投诉、有危险、有无聊，还
有恶搞。 目前110每天受理的报
警中，有三到四成是无效报警。以
上是其中之一。

牢骚太盛 ：万一真有人需要
求助，这种报警就要人命了！

青山： 没媳妇去找孟非比找
警察靠谱。

中心体型： 亲， 别啥事都打
110。

绿水：恶意报警、虚报警情是
违法行为，必须要处罚。

恍然大悟：难怪110经常打不
进去！

就在近来多个省份宣布除夕
当天高速公路“不免费”之际，黑
龙江省传出消息，称该省“拟定了
省内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细则，预
计除夕中午起即可实行”。一名黑
龙江省有关部门了解情况的人士
证实此消息时说：“何苦大过年的
还让人交钱呢？”

正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暖”，“何
苦大过年的还让人交钱呢？”———不
仅证实了过路车辆将得到一个实
惠的政策“红包”，还令人从中体会
到了一种难得的政策善意。 这带
有人性温度的一句话，相较于“高
速公路免费不好管”的推搪、强硬，
要高明很多， 但也给还在等待与
观望的其他省份将了一军。

其实， 从报道上看，“全国不
统一免，黑龙江也要免”，如此“一
意孤行”，要将免费进行到底的黑
龙江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因”：一、
在未有重大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
时， 该省在除夕和正月初一免费
就早已成为“惯例”；二、与其他省
份相比， 该省以往春节时车流量
不大，免费不会造成拥堵。

如此一解释，“黑龙江特色”
的高速公路免费不具完全可比
性，缓解了其他省份的许多压力，
但这也并不构成其他省份坚持除
夕收费的充分理由。

今年除夕也可以收费，源自于
去年公布的全国节假日安排未将
除夕列入放假的范畴。之所以这么

做，当时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士出面
给出的解释也是“惯例”两个字：因
为很多单位按惯例除夕放假，就没
有必要再列入国家法定假日，免得
民众有福利减少的感觉。这个解释
当时也温暖了不少人心，但现在从
高速公路收费的角度观察，如此刻
意安排，其目的更像是为了不减少
高速公路收费的“福利”———否则，
按照前两年的“惯例”，除夕免费是
全国性的。

而再回溯到重大节假日免收
通行费政策启动之初， 其中一个
重要的理由， 则正是为了加快放
行速度、减少拥堵。当初决策的依
据应该是审慎的， 如果免费添堵
是事实， 不免费更添堵则是个早

被证实的事实———至于“免费添堵”
的概念什么时候被灌输进意识反倒
是不可考了。

因此， 与其说是2014年全国节
假日安排未将除夕排进放假日期是
为高速公路收费开了一天的口子，
不如说是收费只争朝夕的地方钻了
政策的一个空子。在此情境下，黑龙
江遵循惯例坚持除夕高速免费才显
得可贵。虽然其实只是守本分，没有
乘机剥夺民众本就微薄的些微节假
福利，但民众还是给予很高肯定，实
际上也是借机表达民生诉求。

除夕虽然没有进入国家假日序
列，但并非就此否认“除夕”的重大节假
日“身份”，在民俗中，这是个永远无法
用什么一纸文件就可以取消的重要日

子。除夕高速免费，不仅对应着民生，还
对应着是否尊重民俗、传统和文化。由此
而言，黑龙江省的惯例，没有理由不成为
全国性的惯例， 在更高的行政层面完全
可以主动统一部署、尽快推动。

去年5月《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
正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家实施免
费政策给经营管理者合法收益造成
影响的， 可通过适当延长收费年限等
方式予以补偿。这意味着，节假日小客
车免费政策的推行，最终买单者，既不
是政府也不是高速公路， 而还将是民
众自己。 这个条例征求意见日期已经
截止，何时通过还未可知。如果连除夕
一日免费的顺手人情都悭吝不肯，那
可以预料， 民众会给这个条例投上更
多反对意见。 ■本报评论员 赵强

“黑龙江现象” 何不推而广之

“官员禁读EMBA”的建议非常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