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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压岁钱
都用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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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头是片子：那些年，我们一直都很盼望过年。我
的压岁钱，从最初记事起最少的给几块钱，最多的给一百
元，发展到后来都快上千了。

漫画：宋晓霞

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各地的探索和努力积少
成多，终能起到约束权力的作用。领导干部财产公示，才有可能把权力
关进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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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至上，浪费可耻

隔蔡毅

时值全国多地“两会”，财产
公示又成了热门话题。在山东省

“两会”上，省人大代表、烟台大学
教授、国家制革技术研究推广中
心主任王全杰今年再提建议，制
定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制度，官员
财产通过大众媒体公示。(本报1

月29日C06版报道)

目前官员腐败已成为社会热
点问题之一，腐败分子层出不穷，
敛财能力越来越强，胃口也越来
越大，令人叹为观止。

治理腐败有多种路径可供选
择，比如道德教化提高为政者的
职业道德，比如加强官员廉洁自
律意识的各种制度建设。但我们
应当承认，依靠道德力量让官员

“不想贪污”是靠不住的。一方面，
在社会建立起良好的道德氛围，
一个行业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需
要长期的工作；另一方面，贪婪是
人的天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
下攘攘皆为利往，每个人的欲望
是无穷的。

在惩罚腐败方面，我国制
定 出 台 的 法 律 法 规 不 可 谓 不

多，规定不可谓不严格，对腐败
分子的惩处也不可谓不严厉，
可是腐败分子为何层出不穷？
为何会有那么多腐败分子心存
侥幸铤而走险？我想，是监督的
缺失助长了贪腐官员的侥幸心
理。

官员财产公开，让公众知
情，才能使监督有了可能。领导
干部财产公示制度，让领导干
部的家庭财产状况透明，那么
尚未纳入财政预算的收入、地
方政府“小金库”等，才不会成
为官员中饱私囊、行贿受贿的

资源。重要的是，当一名领导干
部家庭财产、个人财产超过其
正常收入范围时，公众当然会
考虑自己交的税是否已被他中
饱私囊，并怀疑他的财产来源
的正当性、合法性。

官员财产公示，能够激励公
众参与监督的热情。公众有了知
情权，才能对官员进行有效监督。
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尚未出台的
情况下，各地的探索和努力积少
成多，终能起到约束权力的作用。
领导干部财产公示，才有可能把
权力关进笼子里。

中国收入分配机制退步最
可恨的是“好就业机会世袭”，出
现社会结构板结化，社会垂直流
动出现鸿沟，把平民的孩子对未
来的希望扼杀了。要重视起点公
平，将中等职业教育纳入义务教
育体系，学习德国教育和产业模
式，大家都凭技术吃饭，技工不
仅收入不低，社会地位也高。权
力关进笼子，公务员成高危工
种。

——— 范剑平(经济师)

吃喝上的浪费，应该禁止的
是公款招待，至于私人宴会，怎
么吃法，官家管不着。应该管的，
是滥用纳税人资财的消费。

——— 张鸣(学者)

新闻：春运期间，记者搭乘
部分动车体验吃饭问题，10元盒
饭断供、8元八宝粥断供、方便面
没有，工作人员解释称早就卖
完。有乘务员则称，有15元的方
便面，你还会去买40元的盒饭
吗？2011年年底，铁道部要求要
保证旅客列车有2元以下矿泉
水、15元以下盒饭等供应，且不
得断供。(现代金报)

点评：只卖贵的，不卖对的。

新闻：“四川大学计算机学
院副教授魏骁勇老师上课从不
点名，但学生却不敢缺勤。因为
魏老师用自己发明的一套‘刷
脸’机来查考勤。”图片显示每个
学生都被红色方框圈住并配有
编号，系统瞬间生成学生的个人
信息，谁在上课，谁在逃课，一目
了然。(成都晚报)

点评：拿到某些会议上试
试。

@木帆传说：小时候的压
岁钱被“剥削”后，拿剩下的钱
就是用来买鞭炮，拆开了一个
一个地放。

@sdytlxy：都给我妈了，
好像攒着交学费了。

@我本良医：我记忆中有
2块钱的压岁钱，可惜都花了，
要留到现在也有纪念意义。

@冷酷仙境：很美好的记
忆，现在已经开始给别人压岁
钱了。

@freeself：一般都是父母
代收、代管、代花。

@sdpdrl：收了压岁钱，都
是还没在兜里捂热，然后就被
老妈追着要去了。

@到死都要18岁：压岁钱
妈妈只给100元，我买了成套
的《流星花园》光碟，在寒假里
看了个天昏地暗。

@cuijinyu419：我好像从小
就是个吃货，压岁钱都用来买
吃的了。

@莹莹603：小时候的压
岁钱大部分都上交了，老妈说
她要给人家压岁钱，所以就把
给我的要去了。现在不一样

了，我孩子的压岁钱都给她存
起来了。

@风中的呢喃：很怀念那
些给我压岁钱的人，有的已再
也见不到了。

@刺猬与棉花糖：我的压
岁钱用来买了我曾经最爱的
海带丝，还有那记忆中最贵的
3毛钱一根的蛋黄冰棍。

@丫头是片子：从收压岁
钱的年龄，也快到了要给别人
压岁钱的年龄。改变的是岁
月，不变的或许是那份纯真。

来源：烟台论坛

隔郭晓慧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我们不仅渴望解决温饱，
更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吃
得越来越精，越来越细，也越来
越丰富。同时，人们的口味也越
来越刁，浪费也越来越多。

据媒体报道，我国每年浪费
的粮食共计2000亿元，相当于2

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相对应的
是另一组数据，我国的粮食供给
仍不能达到完全自给，每年仍有

9000万人解决不了温饱，每年都
会有小孩死于饥饿。

新一届的领导班子一上台
便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会场不摆
放鲜花，工作餐安排自助，倡导
节俭自律，媒体也积极发挥作
用，大力倡导节约每一粒粮食。

在许多西方国家，都有自己
有效防止浪费的手段：英国规
定，在餐厅用餐出现浪费的情
况，任何看见的人都有权举报，
由相关部门进行罚款；德国通过
媒体等宣传手段教给民众利用

剩菜剩饭制作美食的技巧；日本
将菜品分散到每人一份，只有吃
完才能要求其他的食物。我们也
应该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
方式方法：如遏制公款吃喝，欢
迎群众举报；将超市食物改成适
合小家庭的小份包装；加大宣传
力度，倡导厉行节约等。

小学的第一首诗就是《悯
农》，学校的食堂也悬挂着一句
话：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
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愿这两句
话能常挂我们心头。

盼形成长效机制

管住公款“大舌头”
回应《年会上酒不喝了，点三大
件的也少了》

隔靳新辉

“中国式浪费”不是国人传
统，勤俭节约才是中华美德。眼
下，春节临近，又将是公款吃喝
乱象的高发期。笔者希望各级各
部门要开展专项督促检查，并形
成长效机制，狠刹公款吃喝浪费
之风。管住公款吃喝“大舌头”，
抑制面子消费“小冲动”，以打包
为荣，以浪费为耻，争做“光盘
族”。只有这样，才能遏制住铺张
浪费现象，才能让“舌尖上的美
味”滋味更长久。

官员财产公开

民众在期盼
回应《官员财产应向大众公示》

隔孙维国

民众在官员财产公开这一
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最广泛的共
识，并热切期待改革者拿出“革
自己的命”的勇气，对此进行大
刀阔斧的改革。我们一说到改
革，就会讲要敢闯、敢试、敢干，
为什么？因为，改革最需要的是
行动，再敢说，不行动，也是空。
只有行动才能使改革向前推进，
向深水区跋涉。行动是最有效的
改革实践，最锋利的改革尖刀。
越是改革最困难的领域、最坚硬
的堡垒，越需要拿出行动的勇
气，勇往直前。小岗村的农民如
果不将想法付诸行动，农村改革
的大幕就不会在那一刻启动，同
样，深圳如果不勇做改革试验
区，就不会有今天的辉煌成就。

就看改革者能否拿出勇气，
迈出步伐，用实质性行动“革自
己的命”。民众在等，民众在看，
民众在期盼。改革者，你们怎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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