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铁男倒台证明公民监督大有可为

8日两起对问题官员的处理格
外引人关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举
行会议，决定撤销“法官夜总会娱
乐”事件涉事人员赵明华、陈雪明、
倪政文职务，免去王国军职务。此
前，赵明华等三人已被开除党籍。
而当日国家监察部网站也发布了
消息：发改委原党组成员、副主任，
国家能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刘铁
男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
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起事件都
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生动案例。
一方面，举报人罗昌平和陈某主
动提供线索和证据材料，推动了

事件进程；问题官员受到查处，对
群众行使监督权也是正面的引导
和激励。民众从中可感受到一种
积极的信号：公民监督权是实实
在在的权利，有效的公民监督在
规范权力运行、打击贪腐等方面将
大有可为。

公民监督是公众法律意识提
高和社会法治进步的一种反映。
罗昌平们能不畏强权，大胆举报
高官，其后有现代社会的公民理
念，有坚定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
做根基。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
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申诉、
控告或者检举，是我国宪法赋予
公民的监督权利。相较于党内监
督、人大监督、政府内部监督等监
督形式，公民监督有监督主体众
多、监督范围广泛、监督形式多样
等优势。但是，上述优势要得以发
挥，必须以实际的监督活动为基

础，没有行动，一切无从谈起。罗
昌平们能取得今日的胜利，最起
码的一点就是将宪法赋予自己的
正当权利当回事，并努力将其从
法定权利变成实体权利，这是非
常值得肯定和赞赏的。

不过，公民监督要落地开花，
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只是一个方
面，良好的监督环境也很重要。现
实中公民个体力量有限，而其所监
督者往往是比自己位高权重者，必
须考虑遭遇打击报复的风险。山西

“房媳”爆料人高勤荣接受采访时
就表示，自己因持续反腐，曾多次
遭受死亡威胁。令人痛心的是，此
前出现的“跨省抓捕”等事件，也留
给公众不好的印象——— 即使不是
针对官员个人，而是针对某地政府
的监督，也可能遭遇强势打压。

此类事件无疑给公民监督蒙
上了阴影，而那些举报后“不了了

之”的现象，也在蚕食着群众的监
督热情。这些显然与“让人民监督
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要
求是背道而驰的。前段时间，习近
平在《求实》杂志刊文就明确提出，
各级领导干部要纠正那种监督就
是不信任的观念，增强主动接受
监督的意识和依法依规保护监督
的意识，自觉把自己置于党和人
民事业所要求的各种监督之下。

群众希望各地能够按照中央
的要求，不断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
约和监督体系。此次上海法官招嫖
事件和刘铁男违纪事件的处理，就
体现了一种良好的趋势：公民监督
积极发力，与党内监督、法律监督
等密切结合发挥作用。各地政府部
门不妨从中借鉴经验，建立完善的
举报受理和处置反馈机制，维护好
监督者的正当权益，让这种良性的
互动能更多出现。

这两起事件都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生动案例。民众从中可感受到一种积极的信号：公民监督权

是实实在在的权利，有效的公民监督在规范权力运行、打击贪腐等方面将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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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赵丽

□杨朝清

8月7日上午，河南新郑市城市
管理局环卫处副处长高洪江证实，
62岁的环卫工靳春波中暑身亡的事
情发生后，他们已经辞退了7名70岁
以上的环卫工。(8月8日《东方今报》)

作为一种事后处理方法，辞退
高龄环卫工给人一种“甩包袱”的感
觉，缺乏最起码的人文关怀。接下来
的晚年生活，他们会如何度过？高龄
环卫工如何实现“老有所依”？

在双向选择的劳动力市场，一
定水平的薪酬待遇、劳动保障和社
会福利，会吸引与之匹配的劳动者。
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无奈：环卫工
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高，却收入
低、福利稀薄，通常没有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甚至连高温补贴也没有。
在此格局下，愿意从事环卫工

作的，大都是一些迫于生计的弱
者——— 他们年龄偏大，受教育水平
偏低，既缺乏人力资本，也没什么关
系和“门路”，当环卫工是一些老年
人迫不得已的选择。

从长远来看，辞退高龄环卫工、
实现环卫工年龄结构的调整是一种
必然趋势。可是，整个社会不能将他
们“一辞了之”，而应该将他们及时
地纳入保障范围。扩大弱势群体的
社会支持网络，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让老年环卫工不用再从事这么辛苦
的工作，即便是做，也要做得有尊
严。只有将制度庇护和人文关怀有
机地结合起来，高龄环卫工晚年的
生活图景才会充满生机和温暖。

□志灵

近日，珠海市创文办发布《珠海
市餐饮浪费处罚暂行办法(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办法》)，规定“消
费者有义务对餐后的剩饭、剩菜进
行打包”，而餐饮经营者违反相关规
定，政府相关部门将视浪费情况最
高罚款10000元。(8月8日《南方都市
报》)

珠海市试图通过“立法”的方
式，引导餐饮行业经营者和消费者
杜绝浪费行为，出发点是好的，但它
本身却是于法无据的。罚款属于行
政处罚的一种，按照《行政处罚法》
的规定，只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
性法规能够设定罚款条款。作为进
一步的放宽条件，《行政处罚法》规
定省级或较大市人民政府可以在其
制定的行政规章中设定一定数量罚

款的行政处罚，但限额必须由省级
人大常委规定。

比照《行政处罚法》的这一规
定，珠海市的《办法》无权设定罚款
这一行政处罚。从主体上看，珠海市
创文办只是一个办事机构，其制定
的《办法》根本算不上行政规章。而
且，对于餐饮浪费行为的处罚，广东
省人大也没有相应的规定，自然就
不会有所谓“限额”。

其实，消费者对剩菜、剩饭打包
是一种道德行为，这种习惯的养成
靠的是教育和引导。如果一些官员
的奢靡浪费还继续对社会起到非常
恶劣的示范效果，或者“浪费才是身
份的象征”还是蔚然成风的话，那么
再怎么处罚也是无济于事的。从这
个意义上讲，与其于法无据地制定
强制性的办法，不如好好反思一下，
该如何塑造节俭的社会风气。

□刘昌海

内地首富宗庆后在接受采访时
称，只有自己消费的那部分财富是
真正属于自己的，超过一定界限的
财富都是国家的。因此，公众没必要
仇富，杀富济贫导致的后果是，有钱
人带着资产移民到国外，这是最大
的国有资产流失。(《中国慈善家》杂
志第8期)

首先应该澄清的一点是，国人
并不仇富。对于巴菲特，对于比尔·
盖茨，人们充满了敬意，对他们的财
富故事也津津乐道。他们访华的时
候，更是受到了偶像般的待遇，而不
是人人都想“食其肉、寝其皮”，欲除
之而后快。

公众是否“仇富”和钱是谁的无

关，而是和钱的来路有关。只要富人
的钱是靠合法经营、勤劳致富得来，
那么你越富裕越能得到别人的尊
重。但反过来，如果钱来得不干净，
是贪污腐败得来，是损公肥私得来，
是巧取豪夺得来，当然就会有人

“仇”，每个人也都应该去“仇”。
所以，要想让公众不仇富，需要

做的是堵住体制漏洞，完善竞争机
制，让每位富人的每一块钱都挣得
光明正大。如果富人再能做到像宗
庆后说的那样，拥有财富之后回报
社会，帮助贫困人群致富，那么他们
肯定会得到公众的肯定和尊重，根
本用不着带着资产移民到国外。

高龄环卫工也该“老有所依”

杜绝餐饮浪费主要得靠引导

是否“仇富”与钱是谁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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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师”王林一直是热点话题，“大师热”也带动了各种“风水大
师”的培训班。虽然王林已经被“打回原形”，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培训
班却依旧火爆。虽然学费不菲，但由于职业前景诱人，大批求学者不计
成本蜂拥而至。(8月8日人民网) 漫画/曹一

拜师

在全国率先实施全民免费医
疗和15年免费教育的陕西省神木
县，近来似乎遇到了麻烦。有报道
称，随着煤价持续走低，神木县财
政收入出现大幅下滑。虽然当地
政府表示，即使财政有困难，也要
优先保证居民教育医疗投入，但
这已让人隐隐感到其背后是咬紧
牙关的坚持。

神木县的例子让人们充分体
验到了民生福利“上调容易下调
难”的刚性特征。近年来，“发展为
了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的理
念已深入人心，我国改善民生工
作也进入了攻坚克难的新阶段。
但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防止出
现急于求成的倾向和调高的社会
预期，不能让脱离现实发展阶段
和国情的“三高”情绪，影响中央
分阶段有重点保障改善民生的工
作部署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形成良性循环，首先要评估
现有的民生政策。有些地区提出
的目标是否太过超前？能否很快
做到？各地都应切合当地实际量
入为出，该兑现的要积极兑现，该

取消或暂停的一定要向民众解释
清楚。

形成良性循环，还要分清轻
重缓急，解决民生问题要有底线
思维方法，也要努力坚持“用政府
紧日子换百姓好日子”。当前我国
经济面临增速放缓的压力，也给
民生投入增加了难度，所以多些

“雪中送炭”，少些“锦上添花”，才
能使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

形成良性循环，要学会量力
而行、尽力而为，做不到的绝不能
盲目承诺。条件好的地方，制订的
目标高一些，投入的人力、物力、
财力大一些无可厚非。但如果经
济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条件
还不允许，就要从实际出发，先从
既利当下又利长远的民生工程做
起。绝不能超越自身发展现实，搞

“高负债”式的民生改善。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既要创

造和维护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
社会环境，让每个人通过努力都
有成功的机会，也要鼓励个人努
力工作、勤劳致富。现阶段，只有
在国家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基础
上，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更大
的社会财富，才是解决民生问题
的根本途径。(摘自《经济日报》，
作者朱磊)

改善民生也应量力而行

葛媒体视点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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