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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浙江
扎实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一
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
接着一年干，建设好生态宜居
的美丽乡村。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人们
眼中的肥田沃土，往往要几代人
耕耘涵养。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
村振兴，更需要一张蓝图施工到
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阳春三月，车行浙江，山川
相映，应接不暇。从 2006年乡镇
等级公路全覆盖，到 2011年实现
农村公路村村通，再到 2017年实
现农村客车村村通——— 这里的
公路建设是浙江“千万工程”的缩
影，“一步到位”不可行，“久久为
功”方为上。

当前，一些地方有时忽视
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喜欢
喊新口号，出新规划，愿意另
起炉灶，更喜独树一帜，以为
不如此就显不出自己的能耐。
这实际上体现的是罔顾群众
利益的利己主义政绩观。

政贵有恒。只要已有的蓝
图是科学的 、符合实际的 、顺
应群众愿望的，就应该一茬接
着一茬干 。在“国际商城”义
乌，当地党委政府把“兴商建
市”的方针坚持了 30 多年；在
“塞上绿洲”右玉，历任县委书
记带领百姓植树造林，更是坚
持了 60 多年。这些都是求真
务实的典范。

农村工作量大面广，需要深耕细作，许多地方底子
薄、手头紧，更不能让已有投入打了水漂。因此，在乡村
振兴的征途上，领导干部一定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建
功必须有我”的襟怀，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多考虑群众
利益，少考虑个人得失，接好建设美丽乡村的“接力
棒”，争取“芝麻开花节节高”。

新华社杭州 4 月 26 日电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克、×迪统统一百
元一双”“阿姨，看看我们这款产品，对多种疾病
有预防和治疗作用”“叔叔，留个电话登记一下，

免费送块透明皂”……
连日来，《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西部某省

会城市的多个早市走访发现，在新鲜食材吸引
不少市民驻足消费的同时，一些不法商家也盯
上了逛早市的老年人。

记者在一个早市观察发现，与蔬菜水果商
贩对所有顾客都“一视同仁”不同，早市及其周
边区域摆摊卖品牌运动鞋、推销保健品、号称留
下个人信息就能免费配老花镜或领透明皂的商
贩，对老年人更青睐。

一位穿着白大褂散发传单推介保健品的
中年女性，看到老年人就亲切地叫叔叔或喊阿
姨，没等对方接话便拿着传单开讲，即便发现
老人不感兴趣，依然微笑着询问能否留个电话
回头联系。而当记者凑上前去想要份传单，看
看其推介的是什么产品时，这位“白大褂”却躲
躲闪闪。

一张摆在早市路口的桌子上放着一个装满
镜片的手提木箱，旁边是一支笔和用于登记配
镜者个人信息的几页纸，这便是只要留下个人
信息就能为老年人免费配老花镜的小摊。然而，
记者在现场没看到相关验光配镜资质。

“那种一百元一双的运动鞋，年轻人可能
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正品，但一些老年人通常会
被销售者以‘库存清仓’‘顶账货’等说辞蒙蔽。”
一家知名运动品牌商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早
市上那些一百元一双的“名牌”运动鞋除了极

有可能不是正品外，其设计是否合理、用料是
否环保也都很难说，如果运动不成反伤身就很
不划算。

留下姓名、电话等信息就送礼物，难道真是
老年人赚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曾采访过一
位被一投资理财公司骗走 20 余万元的刘姓老
人，他就是从一袋洗衣粉开始逐渐被“套路”

的———
“逛早市的时候，一个小姑娘说‘叔，登记个

信息就能免费领洗衣粉’，我想这是好事，就留
了姓名和电话。”这位老人说，没过几天，小姑娘
给他打电话说公司有一个理财项目利息很高，
去公司了解的话给送一斤鸡蛋，听完不买产品
也没关系。

从留下个人信息开始，听了几次课，上述刘
姓老人便把 20 余万养老钱投入了那家投资公
司，最后老板跑路，他欲哭无泪。这位老人说，被
骗之后他逐渐关注到，现在一些假冒伪劣保健
品的销售人员对老年人个人信息也很感兴趣。
这些销售人员的套路和个别投资公司几乎如出
一辙，他们在早市获取老年人个人信息后，往往
通过“专家健康讲座”“上门义诊”“免费抽奖”“免

费旅游”等手段，夸大产品效果，用虚假宣传欺
骗消费者。

类似的情况不只发生在西部地区。查阅媒
体报道不难发现，“早市上免费送净水机是套
路”“早市免费礼品套路专骗老人”等新闻在多
地都曾出现，这也说明此类现象并非个例，更凸
显早市上伸向老年人的黑手亟待斩断，老年人
的合法权益亟须得到保护。

个别不法商贩为何青睐在早市上“围猎”老
年人？记者分析，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早市开市时间早，与市场监管部门的
上班时间形成时间差。为方便上班族消费，多数
地方的早市一般 6 点左右开市，8 点多就陆续
歇业。这恰恰与通常的工作时间“错开”，也在市
场监管部门的“8 小时”之外，让个别不法商贩
钻了空子，从而逃避市场巡查和监管。

二是早市流动性大，方便不法商贩流窜。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发现，为招揽更多潜在客
户，也方便被查处时及时逃跑，个别不法商贩
逐渐将摊位移向临近早市的十字路口。更有甚
者，今天在这个早市明天挪到另一个，打“游击
战”，这让消费者事后即便发现上当，也很难挽

回损失。
三是早市人流量大，且老年人居多，便于

不法商贩寻找“目标”。
不法商贩在早市上“围猎”老年人，图的

是他们口袋里的钱，造成的却是老年人身心
受损甚至整个家庭不睦的恶果。斩断早市上
伸向老年人的黑手刻不容缓。

首先，要在“8 小时”外做文章。不法商
贩利用早市打时间差，需要监管部门在“8
小时”外多出实招来破解。例如，市场监管
部门可尝试探索市场巡查、检查与早市开
市时间同步，或在重点地段增设摄像头，或
借助社区网格化管理队伍整合部门资源，
以实现强化监管，对早市上侵害老年人合
法权益的行为做到及时预警、高效止损。

其次，应加强公众参与，通过开放平台
及时接收消费者举报。宁夏银川市此前车
窗抛物现象屡禁不止，当地呼吁多次效果
不甚理想，相关部门通过出台鼓励群众“随
手拍”车窗抛物的相关激励措施，对被拍涉
事车辆经核实进行扣分罚款后，当地车窗
抛物现象大为减少。市场监管不妨借鉴此
举，如可鼓励群众对早市上涉嫌违规违法
的不法商贩通过“随手拍”进行举报，动员社
会力量参与线索收集，尽最大可能拓展监
管深度、广度。

第三，应在绩效管理、行政问责等领域强
化体制机制建设，用制度确保监管者时刻打
起精神，使市场监管取得实效，消费者权益保
护时刻在线。

早市上有专骗老人的不法商贩出没
本报记者何晨阳

“阿姨，看看我们这款产品，对多种疾病有预防和治疗作用”

“叔叔，留个电话登记一下，免费送块透明皂”……早市已成骗子
“围猎”老人之地，亟待加强监管进行整治

日前，国家能源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王
晓林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值得
注意的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通报提到
了一个新表述———“甘于被围猎”。

通报称，王晓林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违规打探巡视信息；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长期违规打高尔夫球，违规接受宴
请，甘于被“围猎”；违反组织纪律，在干部选
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不按
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收受
礼品、礼金；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干预和插手
司法活动；违反生活纪律。

检索公开报道，“围猎”党员干部的套路五
花八门：有些投机钻营者“不怕领导讲原则，就
怕领导没爱好”，擅于从党员干部的喜好中寻
找突破口，长期违规打高尔夫球的王晓林就掉
进了这个坑；有人擅于打“感情牌”，嘘寒问暖、
体贴入微，搞“烧冷灶，做长线”的情感投资，遵
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的
涉案人员中就有结交多年的老板朋友；还有人
擅于从党员干部的配偶、子女、司机等身边人
下手，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被控受贿

3558 万元，自己直接涉案仅 104 万元，大部分
贿金都是其子收受。

事实上，少数领导干部“甘于被围猎”现
象，早就引起了中央纪委的警觉。今年 1 月，赵
乐际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做出了
“‘围猎’和甘于‘被围猎’交织等问题依然突出”
的判断。去年 11 月，杨晓渡在人民日报发表的
署名文章中，也有“一个时期以来，领导干部被
‘围猎’和甘于‘被围猎’的问题突出”的表述。

此次中纪委通报强调落马官员“甘于被围
猎”，说明所谓“被动腐败”纯属腐败分子虚弱
的自辩。近几年，常见落马官员在忏悔书中将
自己腐化变质归咎于“坏人太多，防不胜防”，

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些被金钱、美色、嗜
好等等“牵引”、长年“乐在其中”最终被“围猎”
的领导干部，怎会不知道那些“围猎者”的意
图？他们不过是败给了“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
过”的欲望。由此可见，腐败分子只有“甘于被
围猎”，没有所谓“被动腐败”。

当然，“甘于被围猎”者，面对“围猎”，完全
有可能不是一开始就如食甘饴的，更多的可
能是一口口尝到“甜头”进而一步步变成“你情
我愿”。这个变化，是精神上“缺钙”的必然后
果。“一念收敛，则万善来同；一念放恣，则百
邪乘衅。”如果党员干部能够把住清正廉洁的
总开关，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守，就能
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躲得过“围猎”；反

之，当党员干部动摇了信仰、背离了党性、
丢掉了宗旨，心存侥幸，就容易失去政治免
疫力，被“围猎”者捕获。

以此来看，所有丧失理想信仰的腐败分
子，其实都是“甘于被围猎”的。

是否“甘于被围猎”，说到底检验“骨头”
是软还是硬。骨头变软，食毒如甘，无不始
于思想上的溃坝。“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
如水，不遏则滔天”，面对“围猎”，稳得住心
神，才能经得住考验，思想上一尘不染，行
动上才能一身正气。唯有坚守共产党人的
精神高地，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锤炼党性、磨炼心性，慎独慎微慎交友，
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不放纵、不越轨、不逾
矩，不给“围猎者”可乘之机。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
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
式上强调，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防范被
利益集团“围猎”，坚持公正用权、谨慎用权、
依法用权，坚持交往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
领导干部铭记总书记的要求，不断勒紧心中
的“紧箍咒”，就不惧“围猎”者的“催眠术”。

只有“甘于被围猎”，没有“被动腐败”
本报评论员易艳刚

中纪委通报强调落马官员“甘于被围猎”，说明所谓“被动腐败”纯

属腐败分子虚弱的自辩。所有丧失理想信仰的腐败分子，其实都是“甘

于被围猎”的

重
拳
整
治
旅
游
乱
象

据新华网，今年 1 月至 3 月，个别重点旅游地区相继发生导
游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游客消费、“黑导”殴打游客等恶劣事件。对
此，文化和旅游部开展了以打击强迫消费以及非法从事导游执
业活动为重点的专项整治行动。截至 3 月底，各地共检查旅游企
业 11253 家，立案 172 起，处罚导游及非法从业人员 70 人，罚款
及没收违法所得 326 . 05 万元。 漫画：曹一

“黑店”“黑社”“黑车”等现象屡禁不止，游客深恶痛绝。针
对“不合理低价游”、强迫或者变相强迫购物消费、“一日游”乱
象等突出问题，还需文化和旅游部继续加大整治力度，不断净
化旅游消费环境，彰显旅游业的民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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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发现，如今很多
基层干部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
“本领恐慌”。很多人觉得自身知识、素
养、眼界、能力跟不上形势变化，工作压
力越来越大。

其实，基层干部感到本领恐慌不是
坏事，多一些学习意识，增强紧迫感，才
能在一线干好工作。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
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
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
慌”“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
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
再开就一定要进货。”

风云变幻，时移世易。我国进入新
时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全面深化改
革持续推进，各级领导干部产生本领恐
慌以及由此带来的紧迫感与日俱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本领恐慌在党
内相当一个范围、相当一个时期都是存
在的。他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还指出：“我
们的党政领导干部都应该成为复合型干
部”“干部培训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进行
改革”。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
改革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在基层，面对
脱贫攻坚、经济发展、综治维稳、环境保
护、民生保障等诸多领域新问题，如果基
层干部头脑里面存货不多，只会用老套
路干工作，久而久之，基层治理就会“掉
链子”。

解决“本领恐慌”问题必须加强学习。

记者曾在基层采访过一位主管扶贫
工作的领导，面对记者连续提出的几个问
题，该领导含糊其词，吞吞吐吐，表示“不明
确”“需要秘书准备一下材料”。这说到底还
是疏于学习、怠于思考、脱离实际的作风在
作祟。

不可否认，基层干部长期忙于处理具
体事务，但常会因缺乏系统学习和专业思
考，干起工作来事倍功半。

有不少干部表示希望通过学习成
为多面手，但苦于基层琐事多，没有时
间学习。其实，“磨刀不误砍柴工”，如果
肯花时间进行针对性学习，做到学用结
合，往往会事半功倍。

某高校校长说，“现在管理学校不能
用老办法了，当自己有疑惑的时候，到学
生中去，看看年轻人在想什么”；某国企
董事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市场瞬息万
变，自己随时做好被市场淘汰的准备”。
“本领恐慌”并不是仅在基层干部中存
在。

“非学无以广才”。基层干部肩负
重大政治使命 ，只有谦虚好学 ，不断加
强自我教育 、自我改造 、自我修养 ，紧
跟时代步伐 ，积累广博知识 ，涵养睿智
头脑 ，锻炼实干本领 ，不僵化 、不迷信 、

不守旧 ，才能干出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
人民的光辉业绩。

此外，干部培养体制、选拔标准、任
用调配、考核评价等方面的改革需加
快。激发每一位基层干部的内生动力，
建设学习型组织，依然任重道远。

干部感到“本领恐慌”非坏事
本报记者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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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教育培训机构

别再“雨过地皮湿”

本报记者杨绍功、郑生竹

近期，各地纷纷转发教育部相关文件或出台整治
方案，采取行动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为中小学生减轻课
外负担。

整治行动引发了各界的关注和期待。其中，将培
训机构违规办学、超纲教学、与招生入学挂钩、吸纳在
职教师授课等六项行为列为整治重点，更获得了社会
各方尤其是学生家长的点赞支持。

然而，《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整治行
动虽已开始，但部分培训机构并没有把心思放在自查
整改上，而是心存侥幸，意在过关为安。

比如，江苏南京教育部门近期与媒体联合对培
训机构展开突击检查时，学而思专修学校的负责人
却把这次行动称为“到教学点参观”，认为检查后媒
体“明显偏正面”的报道是要把该机构树为正面典
型。他们认定教育部门对竞争对手的整治会让本机
构变得越来越好，言辞之间透露出一种“迷一样的
自信”。

按说，整治的六大重点问题，校外培训机构都或
多或少存在，这不是一次检查就能解决的。教育部门
的文件也明确写出，现在还只是排查摸底阶段，后面
还有集中整治和常态化检查。

然而，看前述部分培训机构负责人的言行，仿佛
整治行动已经完成。一些较大的培训机构负责人甚至
认为，此轮整治只针对散乱的小机构，教育部门在摸
排中没有提出问题，便意味着自己的机构已经“过
关”。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显然违背了整治的初衷，极大
地削弱了整治应有的效果。

这些培训机构真的没有问题吗？南京的突击检查
就发现，书人和学而思都存在教学点备案手续不完善
的问题；在工商部门登记的“石头培优”更是属于无证
经营，不具备相关资质，管理和教学秩序混乱。

为什么这些机构说自己“过关”了？
一方面，是因为此前的整治多是雷声大雨点小

或雨过地皮湿，部分明显违规的大型培训机构没有
受到触动，他们以为这次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以消
费家长焦虑为能事的培训机构擅长忽悠，为了保住
声誉，故意避重就轻把坏事说成好事。无论出于何
种原因，部分培训机构抵制整治、虚与委蛇的心态
都十分明显。

要破除这种心态，就必须加大整治力度。课外培
训班已成为家长和学生的沉重负担，严重冲击了学校
教学秩序，影响了教育改革的成效。此次全国范围的
培训机构整治，酝酿已久、覆盖广泛，相关部门决心之
大可谓前所未有。

如何把决心和举措化为整治的力度，起到治标
之效兼顾治本之要？

这需要各级相关部门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严格
落实对六大问题的排查，不姑息、不护短、不回避，认
真予以清理整顿。同时，也应当注意避免整治带来的
行业洗牌加剧龙头企业的垄断，防范培训机构尾大
不掉，继续对地方中小学招生带来不良影响。

部分培训机构之所以认为比人稍好就可以成为
典型，而存在“迷之自信”，重要原因是目前校外培训
机构的标准缺失，相关资质审批管理也较为分散，难
以形成有质量的管理和约束。因此，必须加快建立规
范校外培训机构管理的标准和长效机制。

长期来看，缓解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校外培训的依
赖，实现校外培训机构的科学发展，需要有效的管理
和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供给。而短期来看，让学生和家
长对校外培训机构放心、省心，只是一个小目标。为了
实现这个小目标，必须破除培训机构的这种过关心
态，让整治抓铁有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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