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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要求统一购买质次价高的

校服、捆绑销售过多的教辅材

料、供应营养卫生不达标的“校

园餐”……这样的不规范办学

行为时有发生，社会高度关注，

亟须拿出更有效的解决办法。

种种侵害学生权益的行

为，家长虽然不认同，却因为担

心孩子在学校会被区别对待，

往往只能在心里抱怨，很难发

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在利益驱动下，

类似的违规办学行为屡禁不止，监管

不到位也让一些违规者心存侥幸。

为了进一步清理整治违背教育

规律、侵害群众利益的办学治校行为，

教育部办公厅不久前印发通知，开展

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提升年行动，并列

出 16 条“负面清单”，直指一些尚未完

全解决的基础教育管理重点难点问

题，回应了群众的现实关切。

“负面清单”是促进规范办学的有

力抓手，有很强的震慑作用。针对办

学行为的“负面清单”始于去年，今年

有所扩充，新增考试安排、校规校纪、食

品安全、校服采购等方面的内容。从一

年来的实施情况看，“负面清单”取得了

显著成效，挑战底线和触碰红线的办学

行为明显减少，但仍有一些不规范办学

行为以隐性或变通形式存在。

当然，我们不能指望禁令一出就

解决所有问题。建立规范办学的长效

机制，还要强化责任抓落实、协同联动

抓整改、创新方式抓监督，防止“按下

葫芦浮起瓢”。

比如，有的地方建立“校长

负责制+家长监督委员会+第三

方评估”的监管体系，实现对办

学行为的常态化、全过程监督；

多地试点智慧校园管理系统，

通过大数据实时监测课程开

设、作业布置情况。以“负面清

单”为抓手，把相关原则具体化

为一张“不可为”的明细表，推动

构建更加系统、更加有效的规范

管理机制，才能更好营造公平

公正、积极健康的教育生态。

也 要 看 到 ，规 范 办 学 行

为，不仅是守护教育底线的必

然选择，也是提高教育品质的

内在要求。

现实中，在一些片面教育

观影响下，节假日违规上课补

课、“掐尖招生”、违规跨区域

招生等现象，一时尚难根除。

4 月，教育部通报了一批典型

案例。笔者采访时也了解到，

有的学校设置“阴阳课表”，报给教育

部门一份，自己另外施行一套。这种

对不规范办学行为的路径依赖，除了

观念偏差，更大的问题是在推进素质

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方

面缺少思考、办法不多。

基础教育点多、线长、面广、量大，

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同地方学校

管理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促进

规范办学，不能止步于“严防死守”，还

要着力推动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共

享。有效统筹线上线下资源，充分利

用校内校外力量，在规范办学中推动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内涵式发展，家长

才能更放心，社会才会更满意。

基础教育处于教育最前端，是建

设教育强国的重要基点。无论时代

如何发展，技术怎样革新，育人为本

的初心不能变。规范办学只是起点，

我们真正追寻的，是打造一片教育的

沃土，让每一间教室都成为健康成长

的营地，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自己

的光彩。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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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3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发布了关于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垄

断协议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

书显示，四家企业因达成并实施地塞

米松磷酸钠原料药价格垄断协议，最

终被罚没款合计 3.55 亿元，此外组织者

郭某某个人被顶格罚款 500 万元，四家

药企的 4 名责任人各被罚 60 万元。据

公开信息，上述药品价格曾从 0.35 元/

支 暴 涨 至 98.76 元/支 ，涨 幅 高 达 282

倍。（见 6 月 16 日《中国新闻周刊》）

地塞米松磷酸钠是一种原料药，

被广泛用于抗炎、抗过敏、免疫抑制等

用途。上述罚单背后的细节令人震

惊，四家药企因垄断地塞米松磷酸钠

原料药价格，导致该药品价格从 0.35

元/支暴涨至 98.76 元/支，涨幅高达 282

倍。这意味着许多患者因药价飞涨而

增加了经济负担，医保基金也可能为

此遭受一定损失。

药品是守护生命安全的一道重要

屏障，却被个别药企异化为“吸血的利

刃”，折射出三大困境。首先，法律威

慑力不足。反垄断法对药品垄断的处

罚上限为企业销售额的 10%，远低于其

攫取的暴利。其次，受害者救济机制

缺位。高价购药的患者、额外支出的

医保部门都难以追回损失。此外，刑

事责任追究存在模糊地带。垄断行为

导致的间接健康损害很难被纳入刑责

范围，法律制裁呈现一定的“软肋”。

破解医药价格不合理“狂飙”现

象，需构建立体化惩戒防御体系。立

法层面，完善反垄断领域的法规法条，

增设类似“民生必需品垄断加重处罚”

的条款，将罚款比例进一步提升，并考

虑引入“行业禁入”制度，加大对蠢蠢

欲动者的震慑力度。执法层面，对导

致老百姓产生健康损害等行为，要形

成司法高压。行业治理层面，建立完

善原料药动态监测平台，压缩少数企

业垄断供应链并进行“暗箱操作”的可

能性等。

值得警惕的是，此次事件并非孤

例。涉事企业之一在近年来因涉嫌垄

断等原因已被连续处罚多次。此外，

从醋酸氟轻松到卡莫司汀，原料药垄

断案频发，暴露行业存在诸多漏洞。

唯有将法律威慑、技术监管与行业重

构相结合，下力气斩断操控药品定价

的黑手，才能保障“救命药”回归治病

救人的本质。

遏制哄抬药价，是一场关乎生命

安全的战役。以法律为剑、监管为盾，

构建多方联动的治理网络，最大限度

阻止“救命药”沦为“要命药”——这不

仅是对市场规则的捍卫，更是对生命

伦理的守护。 来源：工人日报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

教育正在开展，全党上下针对违规吃喝

问题坚持露头就打、从严查处。但还有

个别党员干部在学习教育期间违规聚

餐饮酒，反映出“四风”问题具有顽固

性、反复性，也能看出违规吃喝“小事小

节论”“影响发展论”“行业特殊论”等错

误思想在一些人心中仍根深蒂固。

违规吃喝不是无伤大雅的小事

小节，而是关系党风政风、人心向背的

大事。表面看是一顿饭、一场酒，实质

是贪腐问题的导火索，表面看是没管

住嘴，实质是没守住心。违规吃喝不

是促进发展的润滑剂，而是可能产生

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的温床，长久来

看破坏正常的营商环境，最终会导致

资源错配，降低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

率。我们要的是高质量发展，绝非大

吃大喝维持的虚假繁荣。违规吃喝不

是纪律松绑的借口，在党纪国法和各

项规章制度面前，没有哪个行业可以

“特殊”“例外”，不能把“业务需要”作

为违规吃喝的挡箭牌。

整 治 违 规 吃 喝 决 不 是 一 阵 风 。

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

茬长一茬，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

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有个别党

员干部心存侥幸，认为忍一忍、等一

等，风头就会过去。这是对党中央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决心和意志的认

识不清醒。

中央八项规定是长期有效的铁

规矩、硬杠杠。整治违规吃喝要有常

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更要有管长

远、固根本的制度。各级党组织不但

要切实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清醒认识违

规吃喝的政治危害，自觉同各种错误

思想作斗争，还应一体推进学查改，将

学习教育中纠治违规吃喝等问题的实

践成果固化下来，形成规范完善且操

作性强的制度，据此抓现行、抓典型、

抓通报，深挖细查违规吃喝背后的腐

败问题。

同时必须注意，整治违规吃喝的

核心是“违规”，而不是吃喝本身。主

体是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

干部。是否“违规”，党纪党规方面主

要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务

接待、商务招待等规定，公职人员管理

层面主要看监察法、公职人员政务处

分法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项“禁酒

令”，其核心始终是规范公务行为、严

明纪律红线，而非一刀切阻绝正常人

际交往。党员干部有正常私人交往的

权利，前提是要守住“不影响公务”“不

影响廉洁”的底线。

公职人员 24 小时禁酒、聚餐控制

三人以内、餐费必须 AA……当前有一

些对整治违规吃喝的歪曲解读，必须

予以警惕。实事求是是党的基本思想

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各地各部

门在整治违规吃喝过程中，务必将实

事求是挺在前面，注意区分违规吃喝

和正常餐饮消费，准确运用“四种形

态”，达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

效果的有机统一。整治违规吃喝同进

行正常消费、促进市场繁荣并行不悖，

要注重治理的方式方法，依规依纪依

法开展监督检查，不得影响餐饮行业

正常经营和群众正常消费，不得违背

政策搞一刀切、层层加码。

整治违规吃喝，既不能“走神”更

不能“散光”，有的放矢才能求得实

效。以优良作风凝魂聚气、凝心聚力，

必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清朗强

大的精气神。

整治违规吃喝，不是一阵风不能一刀切
新华社记者

涨价282倍被罚3.55亿元，
哄抬药价就该“稳准狠”打击

舒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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