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

财政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23日
联合对外发布修订后的《中央和国
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新办法将
于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制
度规定加强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
管理，但超规模开会、超标列支费
用、报销审查不严等问题仍然存在。
相比之下，新办法适用对象的范围
更广，审批措施更有针对性，对细节
的考虑也更加全面。新办法的出台，
对各级党政机关也是一种警示：要
用实际行动管好每一分钱，彻底刹
住围绕会议的奢靡之风。

会议费管理是展现党政机关
形象的重要方面，奢侈的会风不仅
浪费资金，还会在群众中造成恶劣
的影响。6月份审计署公布的信息显
示，57个中央部门单位2012年超标
列支会议费近4000万元，有部门花
数万元购买高档酒水，还有的特意
压缩会议日程，安排与会者参观风
景区。会议费成了部分公职人员“享
受”的资本，挤占了用于民生等公共
事务的资金，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以
开会为名游玩的做法，也降低了党
政机关在群众心中的形象。这次出
台的新办法针对性很强，提出了“严
格会议费预算管理”等四项措施，明
确“严禁组织高消费娱乐、健身活
动”等11项禁令，给管好会议费提供
了制度约束。

与现行规定相比，新办法的一
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细节，改变会

风就需要这种滴水不漏的精神。
2006年出台的《中央国家机关会议
费管理办法》以及此后的两个补充
通知规定，管理的范围只是大型会
议，而新办法把包括各种小型研讨
会、座谈会、评审会在内的所有会议
纳入管理，消除了管理上的盲点。新
办法还对会议形式、会议地点的规
定进一步明确，开支范围去掉了“万
能”的“办公用品”，就连“不得额外
配发洗漱用品”也做了明文规定。这
些细节上的改变，不仅压缩了一些
部门钻空子的空间，更表现了中央
整治不良会风的决心，对各级党政
机关的行为也是种引导。

当然，纸面上的规定要想发挥
作用，还得看实际操作中的情况，狠
刹奢侈会风离不开群众的监督。此
前，有的部门为了把定额用到极致，
通过开具虚假发票等方式，私下把

超出实际花费的部分装进小金库。
这种方式屡试不爽，与信息公开程
度较低密切相关。这次出台的新办
法，规定了“会议费公示”制度，要求
各单位“将非涉密会议的名称、主要
内容、参会人数、经费开支等情况在
单位内部公示，具备条件的应向社
会公开”。谁参加的会议、花了多少
钱、是怎么花的，要让老百姓看清
楚，运用社会监督的力量，减少个别
部门的小动作。

值得注意的是，新办法的适用
范围是中央和国家机关，而良好会
风的形成离不开各级党政机关的共
同努力。要知道，越是基层的机关部
门，离老百姓的生活就越近，对社会
风气的影响也就越直接。希望新办
法的施行能够带来一股自上而下的
力量，从管好钱开始，改变隐藏在会
议费背后的不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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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葛媒体视点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很
少有国家能够长年保持10%左右
的高速经济增长。欧美国家在二
战之后的“黄金发展周期”之后，
也纷纷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经济
滞胀”期；日本在实现经济崛起之
后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了

“失去的二十年”。对此，经济学家
奥尔森认为，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
增长之后，一定会在国内形成一些
分利集团，它们在过去的经济发展
中获得了雄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
越来越专注于既有财富的分配而
不再是新财富的创造，其主要表现
就是日益丧失了技术革新的动力，
而是致力于通过游说或直接操纵
权力部门来提高新进入者门槛，以
获得垄断性收益，从而成为经济
进一步增长的阻力。

在我国，无论是19世纪末的
洋务运动，还是20世纪30年代的

“新生活运动”，抑或是最近三十
年的改革开放，这几个经济增长
黄金期都是国家落后压力之下举
国上下奋发图强的产物。不过，令
人忧虑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快速
跃进到世界第二，以及西方领先
国家先后遭遇金融危机和债务危
机，中国社会开始弥漫一股骄奢
之气。不少精英人士沉迷于“中国
崛起”的奇迹，陶醉于“中国模式”
的优越，自省和批判能力、审慎和
忧患意识都开始退却。

当然，国际竞争压力所带来
的奋发精神，仍然是中国社会上
下的主旋律。除此之外，推动中国
继续未竟改革之路的另外一个动
力就是不断演进的代际更替所带
来的思想冲击。在政治退出制度

还未有效建立之前，退休制度所
带来的人员更替确保了不断会有
新思想、新倡议涌上政治前台，从
而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政治活力、
防止了政治衰朽。不过，目前隐约
出现了与代际更替、人员流动相
反的趋势，那就是阶层固化所导
致的上下流动的通道日益逼仄，
它可能导致社会结构的僵化。习
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湖北考察时指
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智慧突
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就是对这种
现象的深刻认识。

中国改革的第三个动力来自
弱势群体借助新技术手段要求进
行利益调整。在现有的政治框架
之下，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广大“失
败者”缺乏组织化的手段来集中、
有序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这成
为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新
媒体手段放大了弱势群体的声
音，增强了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
抗衡的筹码。而一度“沉默”的社
会力量一旦被新的技术手段所动
员起来，就会形成强大的破旧潮
流，聪明的改革者也会顺势借助
这股力量，进行新的制度设计以
调整利益分配，进而打破既有利
益格局。(摘自《学习时报》，作者
李巍)

本报评论员 赵丽

中秋节、国庆节是我国的重要节
日，也是反“四风”的重要时间节点。“两
节”期间，党员干部更要洁身自好，“钻
空子”的想法要不得。

在我国，节日的内涵更多是情感
的、精神的，即使是走亲访友礼尚往来，
也本该是淳朴、健康、有节制的。但是，
近些年来，一些党员干部习惯在节日
期间“花大钱”、“送大礼”，把节日变成
了公款吃喝、公款送礼的高峰期。尤其
在“两节”前后，一些单位拉着公款购买
的物品到处串门送礼，明目张胆搞奢
靡腐败，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今年以来，中央多次发文要求节
俭过节，严令禁止政府机关奢侈浪
费。在这种大背景下，今年的中秋节

过得格外清净，但在一些地方，送礼
等现象并未绝迹。有些公职人员歪曲
了节日的内涵，认为过节就该有所

“表示”，就该拉拢关系；有的人则心
存侥幸，认为节日期间“走动”的多得
是，法不责众，自己的小动作不一定
被发现，被发现了也不是大事，因此
不知收敛顶风作案。

出现这些情况，说到底，还是对
反“四风”认识不够，认为中央的精神
有阶段性，想趁着过节突破底线，放
松、放纵一把。对此，纪检监察部门要
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对于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的现象，发现一起曝光一
起，绝不姑息。各级党员干部也得明
白“伸手必被捉”的道理，别把节日当
做“法外之日”，犯下令自己后悔莫及
的错误。

如果某些人动机不纯，为了炒
作，为了出名，则不能完全由市场来
定生死，因为那样来得太慢，有些观
点可能误导大众，引起社会问题。

房价、养老等都是当今社会敏感
的热点问题，近来，一些经济学者不
时就这些问题发出雷人之语。对此，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丁茂战表
示，坚持思想市场开放，和胡说八道
性质不同。对于真正的学术观点，应
该放开让大众来讨论和鉴别，但对那
些误导公众的言论，传播网络有责任
加强自律。

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本人
洁身自好，吃苦受累浑不怕，但一想
到妻儿老小、朋友领导，很多时候就
不那么好抉择了。

近日，一则“当公务员的儿子喝
酒夜归，母亲发微博向浙江省委组织
部领导‘请教’”的新闻被广泛关注。
对此，《人民日报》刊发的评论文章
称，这则事件有颇多启示。作风建设
不是在无菌室中进行，反“四风”不仅
要有纪律的重申，更要面对复杂的社
会文化语境。

管好365个日子的权力作为，比
看管好一盒子月饼要紧得多。

中秋期间，新京报记者探访了北
京5处政府部门家属院，发现前来送
礼的人明显减少。评论人邓海建提醒
说，明目张胆的礼品少了，不代表暗
度陈仓的利益输送就断了。“月饼反
腐”不过是面子上的功课，把权力关进
笼子里，还是得靠常态化的反腐机制。

别把节日当成“法外之日”
——— 干干净净过“两节”系列谈之三

管好会风从管好钱开始
新办法适用对象的范围更广，审批措施更有针对性，对细节的考虑也更加全面。它的出台，对各级

党政机关也是一种警示：要用实际行动管好每一分钱，彻底刹住会议的奢靡之风。

改革才能突破体制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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