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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随着环保案件打出的一次次漂亮仗，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环保案件得到公正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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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沙县金井镇召开了
镇第五届党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 记者3月22日从长沙市委组
织部获悉，今年以来，按照长沙
市委的统一部署，每年一次的乡
镇党代会年会在该市各地陆续
召开， 全市11322名乡镇党代表
纷纷走进年会会场，履行党代表
职责。今年，长沙市拟在全市范
围全面推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

98个乡镇已有
95个试行年会制

作为金井镇党代表大会的

规定环节，镇党委书记陈卫球向
现场100多名乡镇党代表报告镇
党委工作，成了今年该镇党代会
年会的重头戏。

“作为党委书记向党代表报
告工作，能增强我们主动接受监
督和被监督的意识，每年的工作
做得怎么样，怎样去做，倾听党
代表的意见，能增强民主决策的
意识。”陈卫球说。

长沙市是我省第一批乡镇
党代会年会制的试点单位，2004
年开始，该市率先在浏阳市开展
试点，并不断规范和扩大试点范
围，先后制定出台《中国共产党
长沙市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

行办法》等“1+5”的文件体系，对
乡镇党代会年会召开时间、会议
主题、内容、程序等作了明确规
定，完善了乡镇党代会年会配套
制度，逐步走向规范化、常态化。
截至目前，该市98个乡镇已有95
个乡镇顺利召开了年会。

由“会中决议”
向“会前商议”拓展

浏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
国平介绍，乡镇党代会年会功能
主要体现在决策与监督两个方
面。 如下一年度的工作总目标，
在会上定调；经济社会发展有关
重大问题，在会上决策；基层党
建工作，在会上部署；重要人事
安排，在会上推荐；上一年度乡
镇党委、纪委的工作，在会上报
告，接受代表审查；乡镇党委、纪
委班子及其成员， 在会上述职，
接受测评； 办理党代表提案、提
议、建议等情况，在会上报告，接
受监督等。

为提高年会效率，其中重要
事项由单纯的“会中决议”向“会
前商议”拓展。长沙市要求乡镇
党委在年会召开前向党代表通
报一年来党委工作情况、新一年
工作目标和措施，以及须由党代

会决定的重大事项，事先请党代
表提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工
作思路。

党代会年会制
助党代表常态履职

“过去五年开一次会，会上
举举手、听听报告就过了。现在
实行年会， 我们的职责更明确，
要干的事也更多了。” 提起党代
会年会制， 担任乡镇党代表11
年、 省党代表8年的金井镇党委
副书记、金龙村党支部书记宋海
晏感触颇深。她说，实行党代会
年会制，让党代表有了更强的归
属感，也感觉到作为党代表所肩
负的责任。

“把从党员中收集到的好的
提案、 建议让党委政府采纳，形
成党代表与党委的一个互动。”
在宋海晏看来，如今在长沙市试
行的乡镇党代会年会制，不仅让
党代表联系群众、 反映民意、参
与决策、民主评议、开展监督的
作用，从“一次性”变为“经常
性”， 还让党代表参与决策有了
新舞台、 民主监督有了新平台、
服务群众有了新载体，由过去的
“开会代表”变成了“议事代表”。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杨凤祥

【开栏语】

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
制， 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提出的“落实和完善党
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
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
要求， 也是发展党内民主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的重大举措。

我省在长沙、 永顺等
地开展试点积极探索乡镇
党代会年会制， 这些地区
做得怎么样？即日起，本报
推出“试行乡镇党代会年
会制”专栏，展示试点地区
积累的一些经验和取得的
良好效果， 为我省进一步
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提
供鲜活经验。

长沙将全面推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
开会从5年一次到1年一次 党代表更忙、职责更明确

长沙县青山铺镇党代会近日召开。党代会年会制的推行，使得党员
代表的履职成为一种常态。

3月20日， 环保部主管的环保
组织中华环保联合会向山东省德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状，对德
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污染大
气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 索赔近
3000万元，赔偿款项将支付至地方
政府财政专户。这也是新环保法实
施后第一个针对大气污染行为的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由于违法成本低，一些企业在
污染环境的问题上无所顾忌。对它
们加大经济处罚的力度，必然能够
对环境违法行为给予痛击，让它们
受到威慑，不敢再胡作非为，这正
是环境公益诉讼中“天价赔偿案”
的意义所在。

2014年，曾轰动一时的江苏泰
州环保天价赔偿案（判决赔付金额
达1.6亿元）创下全国环境公益诉讼
赔付额之最，并被视为环境侵权诉

讼新常态的先导。这些已成先驱的
环境公益诉讼案无疑为今后的环
保工作打开新的局面，鼓励更多的
环保组织参与进来， 形成环保合
力，共同抗击污染环境的行为。

环保公益诉讼的接连得胜，既
标志着社会组织正在迅速成长，也
意味着《新环保法》确确实实装上
了一口利齿， 从上到下的互动让
“环保” 这个重要的政治任务显得
前景乐观。既然开局良好，我们希
望在此基础上能够更进一步，那么
以后如何做，就成了环境公益诉讼
能否持续收到效果的重要问题。

将环保公益组织的作用与政
府部门的执法结合起来， 双管齐
下，互补互助，无疑是将环保执法
进行到底的有力保障。但鉴于我国
在环保立法时的审慎，新环保法规
定，“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

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
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
违法记录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可
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一旦涉及
具体案件， 这一门槛显然还是过
高。同时由于2015-2020年的5年内
存在一个空窗期， 在这个期间，不
少地方由于前期没有成立这种合
法组织，将导致当地没有符合条件
的公益组织可作为诉讼主体来发
起公益诉讼。 对于这些地方而言，
应该由谁作为诉讼主体进行环境
公益诉讼？这是需要思考并给予解
决的难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国目前并
没有完善的环境公益诉讼赔偿资
金管理制度，个别城市（如昆明）曾
建立过相应的管理方式，但还存在
诸多问题有待解决。在德州市的这
次“天价赔偿案”中，环保赔偿金最

后是进入地方政府财政专户，但这
会让人质疑，排污企业所承担的环
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费应该属于
民事赔偿款， 而不属于行政处罚
款，那么到底是应该设立“环保公
益金”专用账户来管理资金还是由
地方政府财政专户收纳？这就需要
有关部门尽快出台这方面的法律
法规，进一步完善赔付资金的管理
方式， 以免出现款项管理不健全、
使用不透明等走偏的问题。

不管是积极为环保公益组织
创造条件， 还是努力完善司法制
度， 抑或是扩大执法部门权力，都
是落实新环保法的题中之义。随着
环保案件打出的一次次漂亮仗，我
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环保案件得
到公正裁决，更多的地方进入到环
保的新常态之下。

■本报评论员 张英

财政部长楼继伟21日上午
在2015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
答“对于教育改革发展，财政部
将有哪些措施”的提问时首先提
到了教育去行政化的问题，他
说，“三中全会决定，教育机构首
先要去行政化。我不知道，北大
清华你们都在这里，你们是不是
还是行政化的。”（3月22日《南方
都市报》）

高校去行政化的话题已被谈
论多年。结合具体语境来看，楼继
伟喊话北大清华， 或是在善意提
醒它们不应该对于国家财政依赖

过多， 而是应该铭记去行政化的
改革使命，提高自主融资能力。这
种看似“跨界”的表态，或许恰恰
击中了高校去行政化中一个本质
但经常被忽视的问题。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指出，
高校行政化管理倾向有两个方
面，一条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
政化倾向，另外一条是学校内部
管理的行政化倾向。 那么， 改革
难在哪？其中最主要的就在于高
校负责人的行政任免制和财政
拨付的行政等级制。 事实上，政
府对于高校的行政化管理，恰恰

是主要依靠这两种方式来完成
的。明晰此点即可知，楼继伟会
特意提及高校的去行政化。因
为， 一些高校对于行政化的依
赖，恰恰就是倚重于背后所对应
的资源配置权与话语权。

在当前财政拨付制度下，单
方面指责高校对于国家资源的
依赖，恐怕只是一种理想中的要
求。譬如打着“去行政化”旗号而
生的南科大的首任校长朱清时，
就曾感叹“没有行政级别寸步难
行”。毕竟，即便高校愿意去推动
去行政化，但若政府对于高校的

资源支持体系未能实现去行政
化，去行政化的高校就很容易陷
入一种“无枝可依”的尴尬境地。

就此来说，在现有的高校去
行政化僵局之中，对相关的财政
体制进行改革，也未尝不是助推
高校去行政化的一种有效路径。
即改变政府之于高校的行政等
级制资源供给形式，来倒逼高校
弱化对于行政化的依赖程度。只
有如此，楼继伟所呼吁的“高校
自身也要提高自主融资的能力”
方能有真实的动力。

■朱昌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