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密切联系打破“没话说”的尴尬

近日，新华社记者随一位厅长
深入基层调研，该厅长与群众交流
时，在问了“家里几口人”“收入怎么
样”等几个简单问题后，竟不知如何
继续交流下去。他私下坦言，有时见
到群众，真不知该聊些什么。

面对群众“没话说”，反映出某
些领导干部与群众存在隔膜，要么
不愿和群众交流，要么不会和群众
交流。他们面对群众，不说大众话、
大实话、贴心话；群众面对他们，自
然也不敢说真话，不愿报实情。如此

一来，交流变成演戏，言不由衷、糊
弄了事，当然联系不了群众。

人格平等、互相尊重、态度诚
恳，这些是正常交流的前提和基础。
见到群众“没话说”，恰恰是因为没
有摆正自己的位置。现实中，有些人

“权力大于一切”的官本位思想根深
蒂固，对上级毕恭毕敬，对群众却派
头十足。前段时间，接连有官员对提
意见的群众爆粗口，让群众“有意见
去厕所提”、“滚出去”。这样的情况是
个别的，但有些干部有着类似的心
态，不把群众当回事，对群众爱答不
理，面对群众自然无话可说。

有的干部不排斥和群众交流，
但苦于不了解情况，话说不到点子
上。一些干部整天忙于开会、写报

告，很少和群众打交道，偶尔到基层
也是走马观花，来去匆匆，浮在面
上，一不了解群众的需求和愿望，二
不掌握和群众沟通的技巧，三不能
给群众办实事，难免一说话就冷场，
不能有效沟通。

交流是双方面的。面对那些高
高在上，说空话套话，言行不一的官
员，群众会产生戒备心理，不愿掏心窝
子，甚至也拿一番套话、漂亮话来应
付。习近平同志在河北调研时强调说，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引导
群众履行监督责任，多提意见建议”。
试想，如果公职人员拒群众于千里之
外，群众怎能有说真话的勇气？如果
公职人员光说场面话，不愿触及矛
盾，群众又怎能有信心反映问题？

更恶劣的是，有些干部不仅自
己不敢面对群众，当上级深入基层
调研时，还会“提前做好工作”。这样
一来，真正能反映实际问题的群众
到不了眼前，领导见到的是“演员群
众”，双方交流的真实度大打折扣，
这一场调研也就失去了意义。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领导干部
如果没有交流的诚意，没有听民声、
解民忧的态度，自然难以赢得群众
的信任，密切联系群众也就成了一
句空话。公众希望，那些面对群众

“无话可说”的干部要认真反思。哪
些行为导致自己脱离群众？和群众
没话说那和谁有话说？当下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进行，对
这些问题该想想清楚，给出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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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依靠“土地财政”，会促使
地方政府多卖地、快卖地、早卖地、
贱卖地，容易伤害农民当前和长期
利益。随着城市土地越来越稀缺，拆
迁成本越来越高，依靠土地还债的
模式难以持续。

据悉，美国、日本、韩国基本没
有土地出让收益。在我国的香港，土
地出让收益一般只占政府收入的
12 . 9%，而我国内地城市的土地出让
收入在地方财政总收入中占30%以
上。所以当务之急不但要全面摸清
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包括摸清以
土地为抵押物的地方债务，而且要
改善财政收入结构，即“去土地财
政”，增加房产持有环节税收在财政
总收入中的比例。

土地是一种有限资源。对于人
口规模大、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的
我国来说，土地更是一种稀缺资源。
这就意味着“土地财政”、“卖地还

债”必然会受到资源的制约，如果对
土地过分依赖，从长期看存在较大
风险。而且在“经营土地”、“卖地还
债”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无形之中会
强化自身“商人”的角色，过度参与
到市场竞争等微观事务中来，这显
然不是现代政府应该追求的角色。
因此，改变“卖地还债”的根本，还在
于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快政
府职能转变等。(摘自《经济日报》，
作者冯海宁)

到夜总会寻欢的上海高院四名
法官，在监控摄像头下丑态百出。法
官堕落如斯，公众大跌眼镜。当然，
丑事大多是借着黑暗的掩护进行
的，在公众面前，这些法官们呈现出
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面孔。

以涉案法官陈雪明为例，两年
前就曾被业内媒体作为楷模以整版
篇幅报道。他的一些“语录”现在被人
翻出，两相对照让人觉得十分滑稽。陈
雪明的短短几篇语录，涉及到工作、家
庭、子女、朋友，单看内容虽没有什么
过人之处，但也是言之谆谆。其中一
句谈及工作，“要对得起工资，对得

起职责，这是最底线的，最起码的。”给
人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如果陈雪
明内心里还有丁点的职责意识和底线
意识，应该不至于走到今天。

事实已经证明，陈雪明说一套
做一套，是典型的“两面人”。夜色下
的丑行被曝光之后，他在公众面前
苦心塑造的神圣形象也就土崩瓦解
了，甚至于连法治的底线都快被击
穿了。陈雪明他们对公众心理的冲
击，不只是涉嫌嫖娼的问题，更有对
司法体制公信力的重创。这些法官
穿上法袍走上法庭时，裁决他人的
财产、自由或许还有生命，出了法院
却是花天酒地。虽然被曝光的一起
丑事发生在“定点饭店”，开销大概
也不需要法官自掏腰包，但是公众
仍然要怀疑，这些法官在之前的工
作中是否真的守住了底线，有没有

进行权钱交易。目前，另一名被停职
的法官赵明华被举报拥有多套房
产，与家庭收入不相称，这已经暴露
出了比嫖娼更为严重的问题。随着
调查的深入，这些让公众担忧的问
题如果被证实，等待陈雪明们的一
定是更严厉的处罚。

作为高院的一名庭长，陈雪明
不可能不知道法官的立身之本。在已
经足够长的职业生涯中，他一定经历
过很多次有关职业道德的学习活动。
所以，他在媒体前谈起修身立命也能
头头是道。可惜，他没有做到“学而时
习之”。原本应该内化为道德规范的学
习，在陈雪明这里不过是装点形象的
饰品。陈雪明的“模范法官”形象瞬间
垮塌，显然与长期的作秀有很大关系。

白天做人，晚上做鬼，陈雪明他
们是不是真的就特别会演戏？其实

未必。举报人能想到跟踪监督，起码
在此之前觉察到了法官的反常。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前段时间所说，什
么是作秀，老百姓一眼就看出来了。
多名法官在“定点饭店”等场合寻
欢，被举报人在一年之内录下30小时
的视频证据，有关部门确实难脱失察
之责。陈雪明和他的同事们虽然接受
过组织的各种教育，但是如果教育只
看重形式，而忽视实践效果，那就有可
能成为走过场，从而培养出一批说一
套做一套的法官。

陈雪明人前人后的悬殊反差也
当警醒其他部门，无论什么道德教育，
都要重实践，而实践是否合格，要多听
群众的意见，让无处不在的群众监督
成为约束权力的“高压线”。如此，像
陈雪明这种言行不一的法官或者官
员就没了作秀的空间。

“两面人”法官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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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卖地还债”，还需财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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