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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陪会”
有企业需要专门聘高管

中央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以来，各地

纷纷出台措施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加

大对民营企业的帮扶力度。然而，记者发

现，一些以调研情况、解决困难、宣讲政策

等名义召开的各类会议，动辄要求企业主

要负责人参加，由于会议定位不精准、议程

设置不合理，企业负责人“参会”变“陪会”。

中部地区一位民企负责人说，为提升

市场竞争力，近年来企业十分重视职工培

训。接到地方政府支持技能提升的会议通

知后，他满怀期待地从县里驱车30公里到

市里参会。坐了一上午，一直等到会议快

结束时才发现“白跑了一趟”，按照相关条

件和名单，他的企业根本拿不到补贴。

当前民营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市场的冰

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开会的本意

是为了摸清情况，解决问题。而一些政府

部门的“热情”邀约，让一些企业负责人劳

而无获，深感“吃不消”。

“同样的会议，市、县部门层层开，都硬

性要求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公司初创期

本来就人手紧张，多数时候只能派高管过

去开会。”一家从事光伏行业的企业负责人

说，一般情况也不敢派员工冒充，担心被发

现认为“不够重视”。如果所有会议都按要

求参加，甚至需要专门招聘一名高管“陪政

府开会”。

不需参会“被陪会”
需要关注被忽略

记者了解到，一些政府部门要求企业

“陪会”，集中于三种情况。

——不论是否相关、是否熟悉情况，都

要求企业主要负责人参会。

企业普遍反映，在公司内部运行过程

中，各专业部门分工明确。一名分管经营

的高管往往不如公司财务部门负责人熟悉

融资状况，一名分管内部管理的高管往往

不如营销部门负责人了解市场动向，即便

企业主要负责人也是如此。

有企业认为，不少部门非常重视开会

的过程，却不重视开会的实际效果。如果

企业主要负责人不参会，甚至会被一些官

员认为是“架子大”“不给面子”，可能招来

不必要的麻烦。

——一些企业疲于“陪会”，另一些企

业被忽略。

一些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经常“陪

会”的企业往往是地方重视的新项目、大项

目、标杆项目。而当企业身处困境，真正需

要政府部门帮一把的时候，可能未必能得

到邀请。

一名曾在中小板挂牌上市的民企负责

人说，他是县里第一家上市企业，经营正常

时，每周都有各级政府部门来考察调研，公

司宣传册一印就是一卡车，市县政府部门

举行的会议也经常参加。但资金链遇到问

题后，就很少有人再联系他了。

——制定政策前开会少，宣讲政策时

开会多。

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在制

定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行政

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过程中，要

充分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

在近日召开的一次关于企业投资的立

法论证会上，记者注意到，与会专家全

部来自政府部门和高校，没有一名是企

业负责人。

受访企业家普遍对层层召开的政策宣

讲会表示有些厌烦。有企业家说，有时，上

一级政府的电视电话会刚结束，下一级政

府紧接着就开会安排部署工作，再遇上公

司内部会议，常常分身乏术。

变企业“陪会”为政府入企

企业“陪会”的背后，仍然是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在作怪，有关政府部门应切实转

变作风。

一名民营企业家说，有些政府部门还

是“以会议落实会议”，似乎领导不开会发

表讲话，就是对某项工作不重视。市县层

面的一些政策文件也只有在会议现场才能

领到，政府网站上很难找到。他建议多公

开，少开会。

部分企业负责人表示，一些可以更好

地熟悉政策、交流情况、解决问题的会议，

企业是乐于参加的，但应该精简会议，合理

设置议程，减少对企业主要负责人提出的

硬性要求，最好由企业自主选派熟悉情况

的专业人士参加。

企业负责人还提出，少开一些能通过

电子邮件、政务平台进行交流的会，多开一

些涉及企业切身利益，解疑释惑、解决问题

的会议。

政府要当好“店小二”，必须变企业“陪

会”为政府入企，改变坐在办公室里“憋思

路”“凑点子”的老办法，而真正问计于

企、问需于企。一名民营企业家直言，政

府部门工作人员应该多到企业一线研究

问题、解决问题，少请企业家到政府大楼

频繁开会。

接到报警
男子四姑娘山失联

8月13日上午9时，四姑娘山管理局

接报，广州籍男子周某在四姑娘山自然保

护区失联，家属请求搜寻。接报后，四姑娘

山景区管理局立即派出专业的户外救援团

队，并联合小金县警方上山搜救。

景区管理局调取监控发现，该男子于

8月12日凌晨5时47分违规进入海子沟

景区，经户外活动管理中心查询，周某未办

理相关户外活动手续。鉴于周某装备单薄

且当晚景区局部有降雨、降雪等复杂天气

因素，经综合研判，景区管理局于8月13

日至14日先后派出4批次30余名救援人

员不分昼夜沿海子沟大峰、二峰、海子沟沿

河谷及长坪沟二峰侧面四条线路全力进行

搜救。

8月14日16时04分，在四姑娘山二峰

和三峰的一个流沙口下成功救援遇险男子。

历经36小时救援
失联者脱险

据介绍，救援人员赶到时发现，该男子

左腿膝盖和左脚脚踝严重受伤，头部等多

个部位都有擦伤，已经不能正常行走，四姑

娘山户外救援人员立即采取简单快速的救

助措施为其包扎伤口，同时安排人员护送

该男子下山。

8月14日21时许，经历了36个小时的

救援，救援人员和伤者回到四姑娘山镇，受伤

的失联男子被第一时间就近送到医院治疗，

由于搜救及时，失联男子没有生命危险。

获近一年来首例
有偿救援罚单

事发后据相关部门调查，周某进入景

区未办理入沟及户外活动手续，景区管理

局依法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根据《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及《四姑娘山景区山

地户外运动突发事件有偿救援管理办法》，

对周某给予2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由其

自行承担此次救援行动中产生的费用

3000元。

2018年9月，四姑娘山风景区出台了

《四姑娘山景区山地户外运动突发事件有

偿救援管理办法》。

根据《四姑娘山景区山地户外运动突

发事件有偿救援管理办法》规定，擅自进入

四姑娘山景区发生险情需要救援的团体或

个人；擅自变更山地户外运动申报时间、线

路和活动项目发生险情需要救援的团体或

个人；违规开展登山、徒步、攀岩等山地户

外运动项目发生险情需要救援的团体或个

人；求助人员瞒报、谎报险情的团体或个人

等均在有偿救援范围内。

而此次救援是四姑娘山景区管理局自

2018年9月以来的首例有偿救援，同时该

景区也开出有偿救援的第一张罚单。

多景区推出
有偿救援管理办法

四姑娘山景区户外运动管理中心负责

人介绍，从2004年起，四姑娘山因违规登

山、违规穿越引发的大事故有30多起，造

成20多人死亡。管理局每年对违规穿越

景区的遇险人员进行搜救的费用超过50

万元，浪费财力物力和公共资源。对此，

2018年9月1日，四姑娘山景区启动有偿

救援，自此，违规逃票私自进入或不听劝阻

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而遇险的游客，

将要承担相应的救援费用。

据悉，有偿救援的规定并不只存在于

四姑娘山景区。此前，黄山、稻城亚丁等多

个景区也都出台有偿救援管理办法。记者

了解到，亚丁村至夏洛多吉区域、亚丁村至

央迈勇区域（蓝月山谷）、亚丁村至仙乃日

区域、亚丁村至卡斯地狱谷区域，搜救费用

均为2万起；亚丁村、叶儿红村至康古贡嘎

银河区域，搜救费用1.5万起。搜救费用

包括搜救人员的劳务费用和搜救装备、工

具的使用费用，不包括由此产生的交通费、

救火费和医疗费用等其他费用。

改善营商环境靠开会？ 有企业打算专门聘高管“陪会”
《半月谈》梁晓飞

当前，各地正积极改善营商环境，帮助民营企业发展。但在某些地方，有相关部门打着优化营商环境、解决企业痛

点的旗号，频频要求企业负责人“陪会”。一些号称给企业减负、提气的会议，结果成了企业新负担。

四姑娘山景区开出首张有偿救援罚单
一男子被罚2000元 并由其自行承担此次救援行动中产生的费用3000元

《北京青年报》王天琪 池海波

记者从四川省四姑娘山景区管理局获悉，近日，四川省四姑娘山景区开出

了首份有偿救援罚单。被处罚的广州籍男子周某因进入景区未办理入沟及户

外活动手续，违反了相关条例和管理办法，被给予2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并

由其自行承担此次救援行动中产生的费用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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