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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9月起，吉林、安
徽两省分别把悬挂“吉O”和“皖O”
号牌的机动车，视为假牌或无牌
车辆。至此，在全国各个省区市
中，取消“O”牌的省份已经超过半
数。由彼及此，上述消息很自然地
引发省内群众对“鲁O”号牌车辆
的关注。

尽管在济宁等地已经停止使用
“鲁O”号牌，但是在其他地方尤其
是省级机关事业单位仍有大量“鲁
O”号牌车辆在使用。“鲁O”号牌何
去何从，仍将是群众比较关心的话
题。无论将来公务用车管理怎么改
革，公众真正关心的其实并非车牌

上的字母，而是公务用车的购置和
使用能否得到切实的监督。

据了解，各地“O”牌大多始于
上世纪90年代，是公安机关非专用
警车的号牌，后来其他部门也开始
使用，逐渐成为“官车”的象征。一
些“O”牌车辆在特权意识的支配
下经常违反交通法规，在群众当
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正因为此，
各地相继加大了对“O”牌车辆的
管理力度。

一些地方主动取消“O”牌，改
为普通民用号牌，表现出了对民意
的尊重，确实能够纾解群众对“特权
车”的不满。但是也应当看到，“O”
牌的退出不等于公车特权的终结，
比如湖南省虽已将“O”牌划为普通
民用号牌，但公车管理难问题依然
存在。今年8月，湖南交警部门曝光
当月违法车辆，其中违法数十次、上

百次的公车大量存在，并且迟迟不
到交警部门接受处理。在一些地方，
一些小牌号或者特殊号段成为“O”
牌的变种，虽无特权之名，却行特权
之实。群众的“随手拍”曾经成为公
车私用的一个“克星”。现在，一些公
务用车改挂普通民用牌，混在滚滚
车流之中，反而使得社会监督难以
下手。所以，对公务用车的管理，不
能只在车牌上做文章，更应该在监
督上下力气。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只有执
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
程救险车等拥有道路优先通行的
特权。在法律面前，“O”牌与“A”
牌、“B”牌等其他号牌原本没有差
别，并不具有法律赋予的特殊权
力。“O”牌之所以获得了特殊待
遇，一方面是个别单位以权压人、
干扰执法，另一方面是一些执法

部门的人员唯权力是从，不能平
等对待不同号牌的车辆。要从根
本上解决公车特权的问题，机关
事业单位要主动加强内部公务用
车的管理，执法人员也要时刻维
护法律的严肃性。当然，这些都离
不开制度性的监督，尤其是来自外
部的监督。

目前，我省对“鲁O”号牌的管
理日渐严格，正进一步健全退出机
制，对公务车辆违法实行抄告制度，
对交通违法数量较高或定期检验率
低的单位，也实行了暂停办理“鲁
O”号牌的规定。只要持之以恒，真
正把公车背后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里，公车挂哪个号段的牌并不重
要。标识醒目的公车不仅有利于社
会监督，如果能坚持做到遵纪守法、
文明出行，还可以成为树立机关良
好形象的流动窗口。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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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国务院公布《关于取消一批评比达标表彰
评估项目的决定》，在前一阶段已经取消和下放两批共计
13项评比达标表彰评估项目的基础上，再次取消76项。

近年来，一些政府部门把手段当成了目的，热衷于各
种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形式主义盛行，不仅没有产生预
期效果，反而浪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甚至导致出现不正
之风，群众反映强烈。

葛圆桌评论

本报评论部

评比过多过滥

浪费人力物力

娄士强：中国政府网11日发布
消息称，国务院决定取消76项评比
达标表彰评估项目。这是新一届政
府在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方面
走出的重要一步。

赵丽：这对基层来说确实是好
消息。对一些形式化的评比达标项
目，基层工作人员早已叫苦连连。一
个社区居委会主任曾诉苦说，为了
迎接这样那样的检查，得把大量时
间用在准备材料上，而检查人员到
来后，无非是听听汇报、拍拍照，几
乎起不到实际作用，浪费了大量人
力物力。

刘海鹏：在取消的评比项目中，
有些也涉嫌行政权力的滥用。比如
全国民族文化旅游新兴十大品牌推
介、全国体育标识评比等，更像是商
业活动，这些让政府部门来评，的确
有些不伦不类。

赵丽：还有一些评比，主观性非
常强，这就给了组织者很大的空间。
给谁第一，给谁第二，如果没有一个
明明白白的标准，难免会有人利用
基层部门希望排名靠前的心理，为
部门或个人牟取利益。更何况，一些
评比成绩还被当做基层部门考核的
重要指标。

娄士强：评比过多过滥，还有可
能让一些不法分子钻了空子。之前曝
光的赵锡永，就是冒充国务院某司的
司长，到处搞评比检查、指导工作，糊
弄了不少官员。这种事情的存在严重
损害了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

评比的金杯银杯

不如百姓的口碑

赵丽：这次取消的一些评比项
目，看后让人很震惊。像优秀研究生
校园媒体评选、全国食品药品监管
好新闻评选等项目，专业性很强，但
和主管部门不对口，早就应该放手

让行业组织、协会等去负责。
娄士强：事实上，评比的目的就

是为了推进工作任务的落实，抓好
日常的监督才是最根本的。过分依
赖评比，就助长了一些监管部门的
懒政思维，平时不用干活或者少干
活，只要到年底评个一二三等奖，就
算工作到位了。实际工作落实得怎
样，也就不用放在心上了。

赵丽：确实，评比达标表彰项目
过多过滥，基层部门的工作很可能
就是围着这些项目转。平时把大量
资金、精力用到这上面，其他的实际
工作反而被忽视了。整天忙忙碌碌，
但该干的没干，做的都是无用功。对
此，群众意见很大。

刘海鹏：取消评比也是转变政
府工作作风的一项重要举措，正如
那句老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
口碑。评比取消了，有关部门也可以
省出时间来到下面看看，听听老百
姓的评价。

娄士强：可以通过完善考核标
准、加强日常工作监督等方式，实现
推动工作任务落实的目的。我个人
认为，要想推动基层政府部门的工
作，最好的方法就是打通群众和上
级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渠道，形成
对基层职能部门的监督合力，这才
是长久之计。

别让取消的项目

穿上新“马甲”

娄士强：其实，这76项只是个开
始，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和十二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
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就

明确提出，除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
院有明确规定的外，其他达标、评
比、评估和相关检查活动一律予以
取消。在这方面，今后还应该有一系
列的动作。

赵丽：取消过多的评比项目是
好事，不过也有人担心，有些项目会
不会改头换面，死灰复燃？毕竟，每
一项评比表彰项目的取消，都会损
害到一些权力掌握者的既得利益，
旧项目穿上“马甲”变身新评比项目
的事情以前也出现过。

刘海鹏：我个人认为，以后只要
是不涉及国家秘密的评比，不妨都
公布出来，让群众检验一下，看看有
没有存在的价值。这次公布了76个
项目，老百姓今后就可以监督，如果
把其余的也公布出来，置于阳光之
下，才有可能清除灰色利益空间，让
有关部门不敢造次，不敢阳奉阴违。

赵丽：不过，有些基层的官员也
是热衷评比的，在应对上级方面得
心应手。从这个角度说，针对地方或
下级的业绩评价体系也得改变一
下，不能让评比占了过高的比重，要
用科学的考核制度引导基层政府，
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娄士强：话说回来，这次取消的
76个项目还是开了个好头，希望有
关部门能按照中央的要求，把不符
合法律规定的各项审批都尽快清除
掉，给各行各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
境。同时也要给予群众更多的知情
权和监督权，让支撑着过度评比的
权力，在阳光下得以根除。

刘海鹏：中央对此也提出了“四
个一律”，要求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防止“割韭菜”的现象发生。对此，我
们拭目以待。

自2003年政府机构改革以来，各地严控超编进人，结果就是编外人
员不断膨胀。一些地方公安、城管等执法部门，其聘用人员的工资没有
完全纳入财政保障，只得依靠罚款创收或者挤占罚没款，有的部门明
知聘用人员没有执法主体资格，也任由他们违法参与执法。(摘自《半月
谈》2013年第17期) 漫画/勾犇

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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