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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诚信义务对等，“国考”才更有说服力

□本报评论员 王昱

14日，国家公务员局发
布《诚信报考，从我做起》的
公开信，在提醒考生勿弄虚
作假，并将加大反作弊力度
的同时，特别规定对恶意报
名注册者，5年内将不得再报
考公务员。（本报今日A10版）

近年来的公务员考试
中，的确出现了很多诸如恶
意注册之类扰乱正常报名秩

序、侵犯其他人报考权益的
现象，国家公务员局今年的
公开信不仅对其进行明令禁
止，而且出台了严厉的处罚
措施，其目的是为了还考生
一个公平的环境，以保证大多
数人的权利，其动机显然是好
的。我们应当肯定公务员局重
视“国考”诚信的善意。公务员
群体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和能
力，对整个社会诚信有着不容
忽视的引导作用。对希望进
入公务员队伍的考生倡导诚
信报考，严肃处理作弊的考
生，很有必要而且理所应当。

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
到，作为一种招聘考试，招考
者与报考者之间应该是一种
平等的民事关系，诚信的要
求对考生和组织方应当是对等
的，诚信不仅体现在报考上，也
应当体现在从报名到招录的各
个环节，只有这样的“国考”才
更具有说服力。从这个角度
来看，公开信中的一些规定
其实有欠周密考虑。比如要
求考生在考试结束后“不参
与网上不负责任的议论”，可
到底什么算是“不负责任的
议论”？如果考生在考试过程

中的确遇到了不公正的现象，
通过网络行使自己言论自由的
权利，是否也会被认定为“不负
责任的议论”，而因此付出“悔
恨终生”的代价？

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
公平和诚信，从来就是“一个
巴掌拍不响”的事情。如果招
考部门不能“诚信招考”，报
考考生再怎么“诚信报考”恐
怕也是白搭，而从目前的情
况来看，组织者在招录过程
中的不公平相对于个别考生
的不诚信对社会带来的危害
显然大得多。比如去年底曝

光的山西长治公务员考录体
检舞弊案，还有各地频发的

“萝卜招聘”等丑闻，都说明
诚信的要求不应当只针对考
生，也应当针对招考单位。如
果不下重手整治招考单位自
身的舞弊行为，只是单方面
要求考生做好自律，不仅很
难起到真正的效果，恐怕也
是难以服众的。

据北京日报消息，一份
由15万名即将毕业的学生反
馈信息整理的2013年应届毕
业生求职意向报告显示，“体
制内”单位仍然是他们选择

的主流。千军万马抢过独木
桥，这桥若不被踩得扭曲变
形才是咄咄怪事。无论是考
生的恶意注册，还是招考部
门的舞弊行为，实际上都是
公务员考试因过热而被扭曲
的结果。因此，要解决这些问
题，除了强调考生的诚信，堵
住招录过程中的漏洞，最终
还是要靠随着社会转型的完
成，让公务员这一职业回归
它的本义，变成像工人、教师
一样普通的职业。这才是解
决眼下公考乱象的根本之
道。

无论是考生的恶意注册，还是招考部门的舞弊行为，实际上都是公务员考试因过热而被扭曲的结果。因此，要解决这些些问题，除了强调

考生的诚信，堵住招录过程中的漏洞，最终还是要靠随着社会转型的完成，让公务员这一职业回归它的本义，变成像工工人、教师一样普通的职业。

□余丰慧

2012年9月份，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
上涨1 . 9%。1-9月平均，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
同期上涨2 . 8%(本报今日A15

版)。
9月份CPI与一年期存款

利率相比较，低于一年期利
率 1 . 1个百分点，正利率水
平在1 . 1%；与今年年初确定的
物价控制目标4%对比，低于2 .1

个百分点。1-9月平均CPI同比
上涨2 . 8%，低于全年控制目

标1 . 2个百分点，依此判断，
今年全年物价水平可以控制
在年初目标以内。

CPI虽然重回“1时代”，
但对通胀仍不可掉以轻心。
这次物价回落的主要因素是
食品价格大幅度回落的原
因，然而，食品价格包括蔬
菜、肉类价格等，季节性非常
强，今天回落，明天就可能大
幅度反弹。在美国等西方国家
都引入了一个核心CPI的概
念，使得物价指数更加科学
合理。核心CPI是指消费价
格中变化较为稳定的成分，

指将受气候和季节因素影响
较大的产品价格剔除之后的
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其核心思
想是认为那些因供给原因暂
时上涨的商品价格，不影响价
格上涨的长期趋势，为了准确
判 断 价 格 上 涨 的 长 期 趋
势，应该将其影响扣除。一
般认为是剔除了食品和石油
价格影响的CPI指数。

随着四季度投资加大，
货币投放增速加快，经济回
暖，物价将呈现稳中有升的
态势。同时，美国经济复苏加
快，QE3的推出，使得美国国

内需求开始上升，对中国经
济物价将形成双向拉动。欧
债危机影响在下降，欧洲经
济也有启动迹象。全球物价
特别是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出
现新一轮增长，输入型通胀
因素将加剧。

因此，绝不能因为9月份
物价指数重回“一时代”而对
通胀掉以轻心，从而错误认
为通胀可以高枕无忧了。货
币政策工具时刻都要对通胀
保持高度警惕。

CPI回“1时代”，通胀并非高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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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26年过桥费的郑州
黄河公路大桥不再收费了，
然而，大桥免费通行之后，原
来的各项管理措施也一夜之
间没了踪影，本该绕行的三
轴以上货车甚至超重、超限
车辆在桥上一律畅通无阻。

宁夏吴忠黄河大桥辅
道桥在今年7月撤销了存在
10年的收费站，正当当地民
众拍手称快的时候，当地政
府部门却在路口设置了路
障，通车道变成了死路。

路桥收费的取消，意味
着当地政府放弃一笔可观
的财政收益，但放弃收益并
不意味着也放弃公共管理
责任。政府担当的公共责任
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应当履行的。没有经济利
益就不履行管理责任，政府
无异于企业，只做对自己有
收益的事。事实上，正是一
些社会组织不能或者不愿
意去做而民众又需要的事
务，民众才委托政府去做。

这也在深层反映了当
前地方发展中的一些问题。
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不少地
方政府财政大幅萎缩，在这
种态势下，一些地方政府有
可能更加热衷于打公共服
务的主意，把公共产品变成
融资平台，当成赚钱的项
目，这既放松了公共责任，
也给民众带来负担。对此，
我们应有所警惕。(据《长江
日报》，作者：李建华)

政府不能无收益则无责任

90∶1争当公务员的中国令人叹息
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

试15日开始报名，招考人数
达20839人，创历年最高，但
是据预测今年报名人数很
可能接近200万，招录比例
或达90∶1，竞争强度也创历
年之最。

这种竞争当然可以看
做中国前进的动力，但它给
中国人带来的人生代价的确
很高昂，它有很大一部分是
过度和畸形的，我们几乎没
有办法和可能性抑制它。

只有当公务员的工作
逐渐变得“很一般”时，几十
比一的考试强度才能降下

来。也只有当上大学的选择
变得十分丰富时，高考才不
会像现在这样紧张兮兮的。
对考试本身打主意没什么
用，中国最需要做的是逐渐
改变逼年轻人考试的社会
大环境。

公务员考试火爆的现
实说明，中国一要发展，向
全体公民提供更多更有吸
引力的人生机会，二要不断
调整改革，在有突出吸引力
的行业与弱势行业间及时
调控平衡。这既是国家发展
之道，也是增进社会幸福的
正道。(据《环球时报》社评)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汤嘉琛

从科员升到副局长仅用
了不到两年时间，清华硕士
毕业并头顶“杰出青年”的光
环，年仅32岁的肖明辉曾被
视为“官场新星”。然而，身为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
建设土地局副局长的他，却在
一项5亿元的工程招标中大权
独揽，收受1611万元的“好处
费”，并多次为他人谋取不正
当的利益。日前，肖明辉被海
南省二中院依法判处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从前途无量的官场新

星，沦为令人惋惜的阶下囚，
“80后副局长”肖明辉坐过山
车一般的仕途浮沉，映照了
当前一些年轻干部的人生轨
迹。在“干部年轻化”的大趋
势下，有不少青年才俊被委以
重任，也确有不少年轻干部因
贪腐渎职而落马。有媒体就曾
指出，在职务犯罪领域，干部
年轻化之后出现的官场腐败

“35岁现象”，受关注程度已不
亚于“59岁现象”。

不过，一些年轻干部容
易折戟官场，不能完全归咎
于当事人自己“定力”不足，
更不能据此否认“干部年轻

化”改革的大方向。以肖明辉
为例，他的任免程序和提拔
重用完全符合规范，知识背
景和工作能力也有目共睹，
但正是由于他在重要项目中
独揽大权，缺乏必要的监督
和制衡，才使他心生贪念并
最终走上犯罪道路。

诸多类似案例都已经证
明，个别年轻干部被重用后容
易迅速腐化堕落，固然与他们
自己的自制能力差、官德失守
有关，但更关键的原因在于官
场的权力运行制度存在重大
缺陷。这给我们的教训是，失
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

滥用和职务腐败，如果不能
及时改变官场积弊，及时堵
上制度漏洞，即便再优秀的
年轻干部，也有在官场“酱
缸”里迅速堕落的可能。

有鉴于此，要想让肖明
辉的悲剧不再重演，关键还
是要寄托于制度建设，用健全
权力监督的方式为年轻干部

“保驾护航”。只有把权力运行
置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
用完善、严苛的监督和问责，
盯紧年轻干部的一举一动，才
能有效地遏制“贪腐年轻化”
的趋势，让真正有才干的年轻
干部能够走得更稳更远。

惩治“80后”巨贪还需健全权力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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