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已经习惯，每年年初，

各地“两会”多会将一批“民生

实事”或“惠民实事”列入工作

报告之中，作为向公众承诺办

好的重点工作。

细心盘点却会发现，不少

地方的“实事清单”虎头蛇尾。

2013 年广东省政府承诺的十

件民生实事中，用于改善异地

务工人员生产生活条件的预算

完成进度不到六成；用于提升

就业社保水平的资金也只完成

了年度预算的 65％。促进教

育均衡协调发展和加强基本医

疗服务工作同样没有完成年度

预算。

当工作报告中列出“民生

实事”的豪言壮语时，从各级政

府到各界群众无不充满期待；

而当“10 件民生实事 5 件未完

成”等新闻见诸报端时，这种期

待转化为失望，转化为遗憾，甚

至转化为怀疑。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持

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

会议时强调，政府说到就要做

到，不能“放空炮”。落实承诺，

需要一以贯之的决心，需要攻坚

克难的执行力，更需要切实呼应

民意、民愿的责任感。而方向不

变、力度不减的深入推进，以及

有头有尾、有始有终的贯彻落

实，才能让公众在周而复始的良

性循环中积聚起信任感。

民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兴。

兑现承诺，是对人民负责，也是

对历史负责。倘若由于种种原

因，一些承诺无法完全兑现，也

应对社会和公众作出必要的解

释和说明，换取互相的理解和尊

重。这是一种态度，更是现代社

会治理的应有之义。（据新华社）

厦大校长朱崇实透露，不会

因为教工餐厅“公开信”一事追

究谢灵责任。不过，此前，陈汉

文已实名举报谢灵在学术上弄

虚作假，剽窃他人文章，目前，学

校相关学术道德委员会正在就

此事进行调查。

根据谢灵提供的信件往来

记录，2007年，陈汉文以匿名方

式指称，谢灵发表在《财会通讯》

2001年第9期的《我国财务会计

目标的现实选择》系剽窃之作，

剽窃的对象包括1994年第1期

《统计研究》的《国民经济核算与

会计核算基本问题的比较》。

谢灵说，自己当时将证明自

己没有学术抄袭的材料附在邮

件后面，发给陈汉文和学校人事

处、所在管理学院院长等人，“后

来就没吭声了。”（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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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有声，不应随风而逝

聚焦那些没有兑现的“诺言”
苦候多年，公众期待中的《不动产统一登记条例》却尴尬爽约；承诺去年就并网发电的“世界首台三代核

电技术”示范机组，至今仍在克服“种种困难”；一些地方宣称将办“为民实事”多件，年底却半数“搁浅”……
这些年，公众见证了不少“掷地有声”的承诺，也经历了诸多“说到没有做到”的失望和沮丧。承

诺落空的背后，是决策的匆忙还是工作的缺失？承诺落空，又该以怎样的态度给公众基本的交待赢
得理解？盘点那一次次没有兑现的诺言，希望能换来一些弥足珍贵的提醒。

近年来，最让人们如鲠在喉

的事情，莫过于不断飙升的房价

和各地调控房价的“誓言”。

一路飙涨的房价，不仅将人

们的工资收入甩在后头，更无情

地击碎了许多年轻人的梦想。

面对涨势强劲的房价和社会的

呼声，国务院“十年九调”，许多

地方政府纷纷作出调控房价的

承诺，并信誓旦旦设置“年度房

价控制目标”等硬杠杠。但结果

是，承诺的目标被纷纷击破，无

数相信诺言的百姓望房兴叹。

约谈失效，问责缺位，稳定

房价工作的考核问责制度几乎

成为“一纸空文”，却没有谁站出

来向社会和当地百姓做任何说

明。事情何至于此？

如果说一些地方稳定房价

的承诺属于“楼梯震天响，未见

人下来”，那么有一些单位和部

门则是在缺乏足够解释的情况

下，不断开出新的“空头支票”。

2006 年，国家作出“统一核

电发展技术路线”的重大决策：

引进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第三

代核电技术。承载“特殊使命”

的国家核电技术公司随之应运

而 生 ，并 建 设“ 世 界 首 台

AP1000 核电机组、我国核电自

主化依托项目第一台机组”。

然而，机组并网发电的时间

却一直难与承诺相契合。国家核

电技术公司曾明确宣布，“有望于

2013年实现并网发电”；一年后，

这个承诺又变成“计划将于2014

年并网发电”；而在今年 5 月，投

产目标又修正成“在克服设计固

化和设备制造的种种困难后，将

于2015年底并网发电”。

承诺无法兑现、“时间表”成为

摆设，理应对社会有个坦诚的态度

和基本的说明，赢得理解和支持。

如果只是一声不吭，随风而过，最

终伤害的是自身的公信的透支。

对一些单位及部门而言，承

诺却成为“空喊口号”，甚至言行

截然相反。

2012 年中央明确提出“八

项规定”，并严控“三公”经费，许

多部门都明确承诺严格遵循相

关规定。但审计工作报告显示，

在预算申报和执行中违反财经

制度规定问题比比皆是：

文化部本级和中国水利水

电科学研究院、发展改革委能源

研究所等 2 个所属单位挪用、套

取财政资金一亿多元，其中三千

多万元用于违规购买购物卡、礼

品或发放劳务费等；卫生计生委

本级和中国建筑文化中心、中国

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等

34 个所属单位账外设立“小金

库”近两亿元；两年间，林业局调

查规划设计院等 3 个单位套取

资金近两千万元设立“小金库”，

主要用于发放奖金、招待等支出

……

言行相悖、空喊口号式的承

诺，折射出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以及形式主义等“四风”问题依

旧顽固。信守承诺，做到“为民、

务实、清廉”，不仅是强化作风建

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部门所

肩负的职责使然。

一些承诺成“无言的结局”

一些承诺沦为“空喊口号”

一些承诺“虎头蛇尾”

厦大女教授指责校长享“餐厅特权”
称学校餐厅对其特殊优待；厦大校长回应称就餐为自助餐，不会提前通知

昨晚，厦大教工餐厅负责人

何经理在接受《海峡都市报》采

访时表示，他们是属于学校的餐

厅，并没有承包。关于网上流传

餐厅对校长用餐待遇有区别，何

经理给予否认，她表示，校长如

果来晚了也是吃剩菜，并没有另

外加菜。

据《海峡都市报》报道，3 位

在教工餐厅用餐的厦大教职工

均 称 有 看 过 朱 校 长 到 餐 厅 就

餐。餐厅确实存在“校长来了特

别加菜”情况。其中一老师认

为，不是校长的问题，而是教工

餐厅讨好领导。

近日，厦门大学女副教授谢灵发给该校校长，指责其就餐“特权”的信，突然在网上走红。昨
日，她表示，信是去年6月发的，并不是公开信，也与群众路线无关，根据她的实地回访，涉事餐厅
质量已有所改善。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则回应称，谢灵所言并不属实，是对他和厦门大学的诽谤。

[焦点]
[事发] 去年6月受不公正待遇

两人争论的教工餐厅，是厦

门大学校本部唯一的一个教工

餐厅。

谢灵回忆，去年6月18和19

日，她连续2天来到教工餐厅，发

现，在18日12时5分，“这个时点

几乎没什么像样的东西。”

“但等你出现时，服务员马

上端来丰盛的菜肴。”谢灵在信

中介绍，19 日 12 时 35 分，校长

朱崇实出现后，服务员立即端出

菜来，厨师也出来招呼，而在之

前的 12 时 10 分，服务员对她还

有没有菜的询问，“不予理睬”。

她用手机拍下这几个镜头，

“教工餐厅的这件事本是小事，但由

此反映了厦大官本位的严重程度，

和对老师人格尊严的践踏。”

[举报人] 教工餐厅质量已改善
昨日，谢灵称这封信是去年

6 月，她给朱崇实发到邮箱的，

同时，她还群发给所在的管理学

院老师们。

从去年写信反映问题到现

在，对于教工餐厅的意见，谢灵

听过两派截然相反的，有老师跟

她说，多亏她写信，餐厅质量改

善了，也有老师向她反映，餐厅

还是不行。

上月，谢灵又到教工餐厅就

餐，当时是中午 12 点 20 分左

右，但餐厅只有青菜、豆腐等饭

菜，“饺子和鱼是没有的。”这在

谢灵看来，已有所改善。

[校长] 吃自助餐不存特殊待遇
对此，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

回应称，因为公务繁忙，他到教工

餐厅就餐并不规律，该餐厅职工

肯定不会提前知道他即将到餐厅

吃饭，而且，他每次也都刷卡消

费，在教工餐厅都是自助餐，每人

20元，并不存在特殊待遇。

是否存在当校长不去，食堂

就餐、服务质量就欠佳呢？朱崇

实认为，教工餐厅职工收入和餐

厅收入挂钩，“他们为了自己利益

想方设法为教师提供好的服务。”

[餐厅] 校长来晚了也要吃剩菜

谢灵多次举报学校问题
厦大一老师表示，虽然并不

认识谢灵，但因为工作关系，从多

名厦大教师中听说，“有相当一部

分老师私底下是敬佩她的。”

据他了解，对厦大存在的

一些问题，不少教职工都敢怒

不敢言，但谢灵却敢于直言。

他印象中，谢灵就曾在网

上举报过该校老师陈汉文的学

术腐败问题，和该校原校长吴

世农的家庭丑闻。

“她不会凭空反映问题。”

该教师介绍，陈汉文大概有学

术规范问题，也不是谢灵单独

举报的；而吴世农的确存在着

谢灵反映的一些问题，但“没有

被硫酸泼脸毁容”。

而多名厦门大学校友认

为，朱崇实在学生中的口碑并

不差，经常能在校园里看到他

走在路上，而不是坐在车里，他

推行的免费米饭、低廉餐费、宿

舍空调等惠民政策，也确实让

学生为此自豪。

谢灵回应“学术剽窃”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