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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小学校
撤并的反思

复议案例

认为“红头文件”不合法
能否申请复议

□ 贾志勇

11月 17日 ，21世纪农村教育高峰论坛
在京举行 。 会上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杨东平发布了 《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
价报告 》。 报告显示 ，2000年到 2010年 ，在
我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 63所小学 、
30个教学点 、3所初中 ，几乎每过1小时 ，就
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 。 （11月 18日 《京华时
报 》）

其实 ，这已不算 “新闻 ”。 早在去年底 ，
上述有关农村学校受 “撤点并校 ”办学思
想的指导而大量消失的数据 ，各大新闻媒
体就进行了关注 。 加之那时校车事故频
发 ，越发引起高度关注 ，促使我们不得不
对农村学校撤并的现实问题进行追问与

反思 。
农村中小学被撤并的主要原因 ，一是

在计划生育政策下 ， 低生育水平的持续 ，

造成生源锐减 ，单所学校丧失了起码的办
学规模 ；二是县乡级财政困难 ，对教育投
入严重不足 ，逼迫着教育不得不进行资源
整合 、重组 。三是进城务工现象加剧 ，造成
村庄消失和空虚 ， 使得农村学校难以保
全 ，最终随着消失 。 四是教育系统内部办
学理念的偏差 ，盲目搞集中 、升级 ，盲目搞
达标 、评估 ，重点校 、中心校受重视 ，偏僻校
被冷落 ，资源配置不均衡 。

所有这些 ，导致学校覆盖半径越来越
大 ，家校间距越来越远 ，孩子们上学不便 ，
食宿困难 ，家庭负担过重 ，辍学率上升 。同
时 ，更为校车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

如果说 ，这些都是 “撤点并校 ”的后遗
症 ，当然一点也不为过 ，但就此一味批判
“撤点并校 ”政策 ，并把矛头都对准教育 ，
责任全由教育部门来担 ，又有着教育部门

不能承受之重 ， 让教育部门感到太委屈 、
太冤枉 。事实的确如此 。我们理智地 、全面
地分析 ，农村学校的逐步消失 ，该是社会
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是复杂的 、综合
性问题 。

目前现状下 ，片面追责 ，已经毫无意
义 ，重要的是纠偏 ，亡羊补牢 。所幸该项工
作已经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国务院办公
厅9月下发了 《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
校布局调整的意见 》，提出 “坚决制止盲目
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 ”，“在完成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备案之前 ，暂停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 ”。

相信通过诸如校车配备 、现有教育场
地设施的完善以及鼓励采取 “小规模化 ”、
“小幼一体化 ” 和乡村教育混合模式办学
等系列措施 ，一定会得到较好的补救 。

日前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卫生执法人
员对市内部分大型商场进行检查 ，发现商
场从业人员持假健康证上岗现象特别普

遍 。在一家商场鞋区 ，共检查49个健康证 ，
48个是假的 。 前不久当地卫生执法人员便
接到举报 ， 这几家商场有人公开叫卖 ，能
办理假健康证 ，80元一个 。 （11月 24日 《工
人日报 》）

今年 5月 9日的 《法制日报 》也对此类
现象进行过报道 ，称黑龙江哈尔滨一大型
商场惊现 300余张假健康证 ， 而假证的来
源竟是商场附近的一家小 “复印社 ”，制假
分子不但可为假健康证年检 ，还可主动上
门拍照 “服务 ”，让人心惊 ！

根据 《食品安全法 》、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 》等法规 ，从事食品生产经营 ，公
共场所服务 ，化妆品 、一次性医疗卫生用
品等专业生产 ，有毒 、有害 、放射性作业 ，
幼托机构保育等五大行业的相关人员 ，必
须拥有健康证才能上岗 。健康证是确保公
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服务人员上岗有了
健康证 ，就能减少疾病散播 ，保护顾客的

健康安全 。
那么 ，假健康证何以横行 ？
一是制假分子有利可图 。 据报道 ，在

呼和浩特市 ，过去办理健康证只需 50元 ，
因利润空间小 ，制假分子很少 ，自从收费
上调到 153元 ， 利润空间增大 ， 制假分子
就多了起来 。 二是假证持有者可节约办
证成本 。 比如在呼市 ， 办真证件需耗费
153元 ，而办假证件只需 80元或更低 ，集体
办理甚至还有 “团购优惠 ” ，所以 ，捡这个
便宜大有市场 。 要知道 ，那些从事服务行
业的人员绝大多数来自农村 ，家境较为贫
苦 。

除上述利益因素 ，程序繁琐 、监管不
当 、执法不严 ，更是造成假健康证泛滥的
根源 。 先说程序繁琐 。 曾有用人单位直言
不讳地向媒体抱怨 ，正常办理健康证太麻
烦 ，又要体检又要抽血 ，交钱后需等十天
半月才能拿到证 ，用工用得急 、工作找得
急的人等不起 ；而办假健康证速度快且能
省钱 。

在监管方面 ，颁发证件的是疾病控制

中心 ， 检查监管的又是卫生监督部门 ，颁
发证件的不负责检查 ，负责检查的却不管
鉴定真伪 ， 再加上真健康证防伪技术不
高 ，假证可以做得很逼真 ，据说连卫生监
督部门也 “无法分辨真伪 ”， 这种政出多
门 、你推我挡的监管局面 ，给假证大受追
捧提供了可乘之机 。

尤其是执法不严 ，更让办健康证成了
“走形式 ”。 近年来 ，有人在网上公开叫卖
空白健康证 ，或声称 “100元办理健康证 ，
不用体检 ”， 有职业中介收钱收照片代办
健康证 ，也有个别医院交钱不体检就发健
康证 ，在某防疫站甚至信息全假也可办健
康证……本为健康而生的健康证 ，却因执
行不严染上一身 “疾病 ”，有关部门确该管
一管 ，给予 “体检 ”和 “治疗 ”了 。

在消除健康证潜在的安全隐患 ，确保
公众安全的同时 ，在政府财力连年大幅增
长的情况下 ，也可以研究免费办理健康证
的可能性 ， 既能减轻从业人员的经济负
担 ，又能让健康证真正发挥作用 ，更能让
财政更多地体现公共性 。

新论语

何勇海

【案情 】
某市文化局会同广电局、 新闻

出版局、 公安局和工商局对全市的
游戏娱乐场所进行了联合执法检
查， 在检查中发现某计算机公司网
吧的32台电脑正从事计算机游戏活
动。 据此， 文化局对该计算机公司
作出如下处罚 : (1) 责令停止游戏经
营 ; (2)没收14天的违法所得7000元，
并处两倍罚款人民币14000元，两项
合计执行21000元。 计算机公司对处
罚决定不服， 向市政府提出复议申
请， 同时认为文化局作出处罚所依
据的公安部、 信息产业部、 文化部
及国家工商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规
范“网吧” 经营行为加强安全管理
的通知》 不合法， 并向复议机关提
出对该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申
请。
【评析 】

因 为 该 文 件 属 国 务 院 部 委 制

定 ，市政府无权审查 ，于是依据 《行
政复议法 》， 将该文件转送至有审
查权的国务院 。 国务院法制办作为
国务院复议案件的承办机构 ， 经审
查作出答复 ， 认为该文件是合法
的 。 市政府法制局由此将审查结果
通知了提请复议的计算机公司 。

《行政复议法 》 首次设定了对

“红头文件 ”提请审查的程序 。 所谓
“红头文件 ”，是指由行政机关制定
的除行政法规 、 规章以外的其他规
范性文件 。

根据 《行政复议法 》第 7条的规
定 ， 公民 、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
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

下列规定不合法 ， 在对具体行政行
为申请行政复议时 ， 可以一并向行
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

请 : (1)国务院部门的规定 ； (2)县级
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

门的规定 ； (3)乡 、镇人民政府的规
定 。 上述规定不含国务院部 、 委员
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 ， 行政
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 、 行政法规办
理 。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 ，公民 、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认为 “红头文件 ”不
合法 ， 并不是谁都可以要求审查 。
只有依据 “红头文件 ” 作出的具体
行政行为损害了其权益的公民 、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 才可以提出审查
要求 。 这就是说 ，公民 、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不能单独就不合法的 “红头
文件 ” 提出审查要求 ， 而只能是在
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复议申请时附

带性地提出对 “红头文件 ” 的审查
要求 。

志国

近日 ，广东有关部门在媒体上进行的
廉政宣传中 ，着重提到了 “广东肇庆四会
市针对近 400名官员配偶开展廉政课程培
训 ”。 讲义有这样一段话 ：“‘贪内助 ’现象
的一再涌现 ，一方面反映了权力运行中监
督约束机制的不足 ，另一方面反映了当前
反腐败形势的复杂化和隐蔽化 。 （11月 25
日中国青年报 ）

对干部的配偶进行廉政教育是很多

地方的做法 ，近些年来从查处的很多腐败
案件中 ，发现很多贪官背后都活跃着 “贪
内助 ”， 她们在这些官员走向深渊的过程
中 ，可谓 “推波助澜 ”，因此一个干部有一
个精明的 “廉内助 ”，往往对反腐败工作起
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

所以 ，对干部的配偶进行廉政教育是
很有必要 ，很多廉洁的干部也和 “廉内助 ”
有很大的关系 ，如人民的好公仆郑培民的
妻子正是这样一位 “廉内助 ”。她曾给自己
立下了 “三不 ”戒律 ，即 “不帮人向郑培民
带任何东西 ， 不传口信 ， 不接受任何礼
品 。 ”她对送礼者说 ：“这是在送错误给我
们 ，绝对不能收 。 ”对干部的配偶进行廉政

教育也是可以搞的 。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反腐败工作不

能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 “干部的配偶 ”上 。
一是我们不知道通过这些廉政教育能否

把一些贪内助变为廉内助 。二是即使我们
的干部有廉内助 ，但是一些干部的其他家
属如果没有廉洁思想 ，同样可以影响干部
廉洁 。三是有的干部走上腐败道路和情妇
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对干部的配偶进行廉
政教育往往作用不直接 。

从近些年来贪内助 “助贪 ”的方式来
看 ，有多种多样 ，有积极怂恿型 ，一些官员
的妻子整天对着政府的耳边吹风 ， “有权
不用过期作废 ”、 “别人都大把大把地捞
钱 ， 你不捞没人讲你好 ”、 “撑死胆大的 、
饿死胆小的 ”此类思想 。有垂帘听政型 ，一
些官员的妻子利用官员惧内的心理 ，经常
站在背后遥控指挥受贿 ，甚至有的越权干
预 。 有坐地收赃型 ，当有人上门求丈夫办
事而送礼时 ，无论他人求办的事情合不合
法 ，认为不要白不要 ，不管三七二十一 ，统
统 “笑纳 ”。 然后利用吹枕边风的优势 ，促
成送礼者所托办的事情 。 有狐假虎威型 ，

她们认为 “丈夫当官就是自己当官 ，自己
办事别人一样买面子 ”， 这些人经常打着
丈夫的名号 ，借助丈夫的权利 ，四处活动 ，
大肆收敛钱财 。

虽然贪内助 “助贪 ”的方式有多种 ，但
之所以能 “助贪 ”，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权
力已经家庭化 。 如果权力不是家庭化 ，恐
怕即使想 “助贪 ”也不可能 。干部的权力是
来自人民 ，这些权力是公权 ，不应该变成
私权 ，不能家庭化 ，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的干部一旦一人得道 ，往往会鸡
犬升天 ，这是权力家庭化的表现 。

所以 ，杜绝贪内助更重要的是预防权
力家庭化 、私有化 。 这一方面要加强制度
建设 ，让权力在规范中运行 ，无法实现家
庭化 、 私有化 。 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强监
督 。 一是对权力运行的监督 ， 规范权力
运行流程 ， 让权力在公开透明中运行 。
二是对干部本身进行监督 ， 推行干部财
产公开制度 ， 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
人有关事项制度 ，把住房 、投资 、配偶子
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 ，并对社会公
开 。

一家言

预防权力家庭化 廉政教育需跟上
肖华

李先生问 ：
技术合同收入可以享受哪种税

收优惠政策 ？ 技术转让收入可享受
的所得税减免政策是什么 ？
回音 ：

技术合同收入可以享受的税收

优惠政策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 发展高科
技， 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有关税收
问 题 的 通 知》（财 税 字〔1999〕273
号），对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
企业、 外商投资设立的研究开发中
心、 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 从事技
术转让、 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

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
收入，免征营业税。

技术转让收入可享受的所得税

减免政策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 第二十七条规定，
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可以
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九十条规定， 所称符合条件的技术
转让所得免征、 减征企业所得税，
是指一个纳税年度内， 居民企业技
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
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
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省中小企业局 闫姗姗

权威答疑

技术合同收入
可享受哪种税收优惠政策

继今年5月发布国企领导人的职务消费行为监督规定后 ，
11月 21日 ，财政部 、监察部和审计署联合印发 《中央金融企业
负责人职务消费管理暂行办法 》， 颁布 12项禁令 。 从 12月 1日
起 ， 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不得违反规定用公款进行高消费娱
乐活动 ， 不得用公款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住宅购置 、 住宅装
修 、物业管理费等 。

薛红伟 作

（资料图片 ）

小小健康证何以“病”得不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