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出“饭局”，才能贴近群众

中央纪委29日对8起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发出通报，
其中多起案例涉及到官员的吃喝和
宴请。

对很多人来说，闲来无事凑一
饭局也算是生活乐趣。但是，官员面
对形形色色的饭局应当三思而后行。
在饭局上挥霍公款、收受礼金，看似人
生得意，也不过是一时风光，最终面对
的也许是人生和事业的“出局”。

中国人讲究“民以食为天”，吃
饭被很多人当做大事，赶上喜庆或者
其他值得纪念的日子，吃饭就变成讲规
矩的饭局了。婚宴、生日宴、乔迁宴、谢
师宴，等等，几乎每个人都有请客或

者被请的经历。要说谁的饭局比较
多，官员群体应该是数得着的。

一些官员参与饭局，确实与工
作有很大关系。逢年过节，部门单位
之间免不了迎来送往。上级到访，下
级要请一下，“兄弟单位”相互走动，
彼此也要表示一下。这样的饭局有多
少基本无从统计，从公开数据看，去年
仅中央部门的公务接待费就超过了14

亿元。在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明确
提出本届政府任期内“三公经费”只减
不增。由此可以推断，在三公经费不
断减少的趋势下，一些官员不必要
的接待餐也会逐步减少。

除了工作上的应酬，还有不少
官员巧立名目安排饭局，比如中纪
委在通报中提到的“湖南省司法厅
副厅长为其子大办婚宴收取礼金”，

“河北省沽源县平定堡镇党委书记
兼街道党工委第一书记为其女大办

婚宴收取礼金”等。一些官员借子女
结婚或老人过寿等机会广发请柬，
看上去图的是热闹，其实还夹杂着
不能为外人道的私心和私利。按照
习惯，大多数宴请免不了要收人情

“份子”钱。官员的一纸请柬，到了下
级和群众那里就是一个经济负担。

饭局不仅是敛财的工具，通常
还是一个促成交易的平台。在饭局
上喝到酒酣耳热时，恰是一些官员
联络感情的好时机，相互之间说些
平时不便讲的话，用推心置腹的方
式营造出了一个“圈子”。在这样的

“圈子”里，吃喝只是形式，打通关
系、交换利益才是关键。与其说一些
官员喜欢饭局，不如说他们更喜欢
用饭局获得利益。要融进这样的“圈
子”，没有权力、金钱几乎是不可能
的，而这些又不是普通群众所具备
的。所以，看上去“圈子”很广、朋友很

多的官员，却不能和群众知心交底。热
衷饭局的官员一般也不愿意和群众走
太近，更不会谈对群众的了解，群众所
反映的现实问题，在官员的“圈子”
里也很难得到回应。

比起一些严重的腐败问题，一
些官员自觉吃吃喝喝不是大事，都
是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事实上，这些
生活中的细节恰是关乎“生命线”的
问题。大吃大喝不仅是享乐主义和
奢靡之风的直接体现，也会助长一
些官员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
饭局中走不出来的官员，与群众感
情隔着两层皮，自然没有为群众办
实事的动力。现在，中央加大力度，
用刚性的纪律和制度约束官员的吃
喝，正是看准了一些官员不能真正
深入群众的症结。希望那些热衷饭
局的官员领会到这个用意，做到令
行禁止，走出饭局，贴近群众。

中央加大力度，用刚性的纪律和制度约束官员的吃喝，正是看准了一些官员不能真正深入群

众的症结。希望那些热衷饭局的官员领会到这个用意，做到令行禁止，走出饭局，贴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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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霸占

郑州市紫荆山公园内有个苏
式园林小园，名叫梦溪园，该园今
年6月底投入使用，每天只开放4

个小时，在中午和晚上的吃饭时
间不对公众开放。在梦溪园关闭
的时间里，常有开着豪车的人来
此就餐。面对公众的质疑，公园管
理处回应称，梦溪园确实是由政
府投资建设，怕游客折坏里面的
珍贵植物，开放时间比较短；园里
的饭店实为职工食堂，有哪些职
工来吃饭却很难说清楚。(7月30

日《大河报》) 漫画/勾犇

主动辞职的袁院长“面子”不小

日前，先后被爆“公费携妻出国
考察”、“差旅费用超标”的中国教育
科学研究院院长袁振国被宣布不再
担任院长职务。教科院有关领导证
实，袁振国系主动辞职。

根据媒体报道，袁振国在多个
方面涉嫌违规。其主动辞职，有可
能是因认识到错误真诚反省悔过，
也可能是转移视线避风头之举。无
论如何，辞职不该是终结，更不该
是问题官员逃脱追责的绿色通道。
有关部门应该进行彻查，给公众一

个交代。
根据教育部29日的通报，袁振国

已被查证有违反出国(境)团组规定、
出差财务报销不规范等行为。其出
于何种考虑主动辞职，虽然不得而
知，但其已涉嫌违规违纪这一点是
肯定的。公务员法第53条规定，“公务
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有下列行
为”，其中之一就是“违反财经纪律，
浪费国家资财”。该法还规定，公务
员因违法违纪应当承担纪律责任
的，应给予处分。处分分为：警告、
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可
以想象，如果袁振国不主动辞职，按
照相关规定，也很有可能被追究行
政责任。

根据公务员法第81条，“正在接

受审计、纪律审查，或者涉嫌犯罪，
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不得辞去公
职。袁振国主动辞职获批的消息传
来，难免让人产生怀疑：对其的调
查程序是否已经启动？毕竟，此前
媒体还曾曝光，袁振国任主任的全
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在课题评审方面存在诸多内幕。他
有没有其它的违规甚至违法行为，
应该受到何种处理，这些是公众最
为关心的问题。但29日的通报仅指出
他存在一些不规范行为，未明确提
及调查信息。如果没有进入调查，
袁振国本人是否有问题根本无从
证明，一旦辞职事情很可能就不了
了之。

现实中，官员辞职后调查就没

了下文的事例并不少见。对某些官
员而言，主动辞职已经是一种保体
面、求平安的手段。在一些地方，甚
至连“免职”这种处分也被异化了，
看似严苛追责，实质却是“板子高高
举起，轻轻落下”，有的问题官员甚
至在被免职后不久又换个岗位继续
干。此类“去职不干过错就可一笔勾
销”的做法，其实就是拿着公职做交
易，不但降低了问题官员违法违规
的成本，损害了法律和制度的严肃
性，还严重伤害了群众的感情。

辞职不是从轻发落或者既往不
咎的理由。袁振国辞职后，对他的调
查和追责不能停。公众期待，有关部
门拿出行动来，及时对问题进行处
理，以便警醒当事人，警戒后来者。

根据公务员法，“正在接受审计、纪律审查，或者涉嫌犯罪，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不得辞去公

职。袁振国主动辞职获批的消息传来，难免让人产生怀疑：对其的调查程序是否已经启动？

□王庆峰

一句“正在调查”，成为一些部门
回应舆论监督的“万能回复”。此前备
受关注的“连霍高速义昌大桥爆炸垮
塌”责任认定等焦点事件几乎都处于

“正在调查”期间，甚至时隔数月也没
有结论。(7月30日《新京报》)

一起事件不按照“公共危机”的
处理逻辑行事，不向公众告知详情，

一段时间后，老百姓是可能会忘记
的；然而事件的叠加、热点的重复，牺
牲的是职能部门的公信力。

一句漫不经心的“正在调查”，揪
扯着流弊已久的行政问题：姿态太
高、不尊重权利，又维稳打压、拒绝对
话。利益者的违法成本太低，本身应
归咎于有效监督的缺位，而调查、监
督的疲软无力，助长了焦点问题的层
出不穷。

“新闻烂尾”源于监督缺位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佘宗明

今年6月，北京市成立生前预嘱
推广协会，引发关于“尊严死”的热
议。(7月30日《京华时报》)

据专家推测，我国近1/3危重病
人抢救是无谓的。“尊严死”主张在死
亡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停止延命医
疗，让患者在清醒意识下，自行选择
离世方式。“尊严死”意在呵护其尊

严，也能避免医疗资源浪费。
对“尊严死”的利弊权衡，因思考

维度的差异，难免会有不同观点。在
个案判断上，它不能停留于抽象的逻
辑演绎，而应基于具体语境去考虑：
比如“停止救治”的抉择初衷，以及现
有的医疗条件等。

“尊严死”不是关乎死亡方式的
孤立命题，也只有结合具体语境，讨
论“尊严死”才更具公共价值。

权衡“尊严死”应考虑具体语境

葛公民论坛

□范子军

武汉一妇女憋不住拉肚子，屡求
司机开门未果，只好拿着公交上的垃
圾桶方便。(7月30日《武汉晚报》)

车没有到站是不允许私放乘客
下车的，公交司机的做法貌似无可厚
非。可不能不追问的是，因特殊情况
给乘客提供方便与安全行驶真的不
能兼顾吗？

司机太过教条的举动，显示出公
共服务中人性化的缺失。不管情况有
多特殊，公共服务的提供者首先想到
的是明哲保身，避免任何可能给自己
带来“麻烦”的举动。

作为公交司机，在能够提供方便
又能确保安全时，何不给乘客打开

“方便之门”呢？公交服务如此，其他
服务行业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才是城
市文明的应有境界。

也要给乘客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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