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官“坐地生财”也会扭曲城镇化

新华社昨日发文聚焦村官腐
败，提到一些地方近年被查办的村
干部七成涉及征地拆迁。在此之
前，广州市已对村官实施出国审批
管理，2014名村官统一上缴了护照。
出台此政的主因是当地3名村干部，
十几年间“鲸吞”1 . 27亿元补偿款。

村官虽小，大贪不断。当前城
镇化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期，如何
防止村官“坐地生财”，确实值得关
注。否则，“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
增值收益”的愿景在一些地方就会
大打折扣。

村官其实不是“官”，无论是村
支书还是村委会主任，说到底都是
农民身份，而非公务员。但不是

“官”的村官也有不小的权力，如果
监督不到位，也容易滋生腐败，甚
至酿成惊人的大案。深圳市龙岗区
村干部周伟思就被举报坐拥20亿元
身家，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称其涉嫌收受贿赂5000多万元，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有关拆迁和项
目开发的“好处费”。

随着城镇化加速，农村尤其是
城郊村，集体土地的升值显而易见。
依照法律，集体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
有，那么土地资本化后的增值收益也
理应由村民公平分享。但是，面对唾
手可得的“唐僧肉”，一些村官往往把
持不住，有侵占政府各类补偿款的，

有收受开发商贿赂的，还有以各种借
口伸手向农民索贿的，更有甚者“三
头通吃”。本应带领村民一起致富的
村官，因为经不起利益的诱惑，变成
了掠夺村民财富的“硕鼠”，这固然有
村官个人道德败坏的原因，但也应该
看到村官腐败的背后还有或明或暗
的权力推手。

一些村官在任多年，长期侵占
集体利益，腐败已经公开化，但利
益受损的村民又很难撼动这些“土
皇帝”。究其根源，不得不承认有些
村官的腐败行为得到了当地政府
部门的怂恿和保护。对大多数村民
来说，手中最宝贵的资源莫过于土
地，一旦遇到征地拆迁，自然要讨
价还价。在这个博弈过程中，一些
被政府部门看好的项目就可能因

为价格谈不拢而延缓或者搁浅。此
时，政府部门往往委托村级自治组
织进行“包干”，这就为村官的腐败
留下了空间。为尽快完成征地拆
迁，“包干”难免变蛮干，在一些政
府部门看来这却是有魄力的。一些
基层政府也倾向于让横行乡里的
人当选村干部，并为此架空村民自
治。利益惊人还可以为所欲为，大
权独揽又得不到有效监督，村官中
走出大贪也就不稀奇了。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离不开广
大农民的平等参与和共同分享，如
果村官腐败得不到有效遏制，不仅
集体土地增值收益难以实现公平
分享，即便一些低保户的“救命钱”
都可能被顺手牵羊，这些已经得到
验证，也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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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地方存在这样的“明星村”，该村因某项工作突出而出名，各种荣誉
便扎堆而来。不少荣誉都是生拉硬扯，因为许多部门习惯“好上加好”。然而，

“明星村”亦有烦恼，为了迎接各种各样的入村考察活动，甚至有村干部带病
“上阵”，将尿袋偷偷藏在衣服里。(摘自《半月谈》杂志) 漫画/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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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不光是麻烦

还暗藏寻租空间

娄士强：这则报道说，70多个证
中属于“必需”的就有30多个，这还
是“不完全统计”。此前，同类的报道
也有不少，只是数字略有差别。

赵丽：别看数量多，离了哪个都
不行。尤其让人气愤的是，办证太折
腾人，有时候跑断腿也办不成。

王封：不仅办证折腾人，保管起
来也不易。挂失补办，动辄十天半个
月，这可能也是大街上“办证”广告
屡禁不止的一个原因。

娄士强：在很多证件的背后，往
往是发证部门的利益。一些财政全
额拨款的部门，还向老百姓索要“工
本费”、“手续费”，对这些钱的流向还
遮遮掩掩。个别工作人员甚至利用
办证找到了寻租的空间。这些办证
的副作用，尤其值得重视。

“吐糟”证件多

期盼便利生活

王封：不合理的证件设置，并没
有方便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人们“吐
槽”各种证件，还是希望咱们的社会
管理更便民、更有效率。

赵丽：现在大家普遍感觉，证件
的应用并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脚
步。这既是管理水平的问题，也是工
作作风的问题。一些部门更多的是
从方便管控的角度、从部门利益的

角度出发来设置办证条件，既浪费
人力物力，也违背以人为本的要求。

娄士强：很多证件的存在，是历
史形成的。从前农村人进城还需要
开介绍信，这也是一种证。随着社会
进步和科技发展，像身份证、老年
证、结婚证等身份类证件，或许就可
以整合在一个证件中，让证件成为
便民的工具。

发证部门

该放手就放手

王封：问题是，我们的各种资料
分门别类地被各个部门管理着，若
想一个证件都能体现，需要实现信
息联网，这是个大工程。

娄士强：现在说治理能力现代
化，就需要各个部门真正从服务群
众的角度来履职。既包括工作态度
的转变，也包括软硬件设施的建设。
总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跟新时期
改革的总思路是违背的。

赵丽：常看到媒体对证件进行
“不完全统计”，却极少看到发证部
门能集中起来研究一下，哪些是不
必要的，哪些存在重复管理，哪些的
办理流程需要理顺。只有认清问题，
才有改变的可能。

娄士强：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正在
进行的简政放权，对此就有积极意
义。下放或取消一些设置不科学的审
批项目，从表面上看就是减少了一些
证件。没有了过多证件带来的束缚，
老百姓的生活也会更加轻松。

谁来化解折腾人的“证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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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宗明

将小偷行窃时被捕捉到的影
像，发布到专门的网络平台上让
公众辨认，并设置千元奖励。1月6

日，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建立
的涉案图像协查平台———“天罗
地网抓小偷”正式上线，此举被质
疑是变相“人肉搜索”。( 1月6日

《扬子晚报》)

乍看上去，“网上认贼”确实
跟发动“人肉搜索”形式相似，但
对其定性还要看法理依据。我国

《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警方有
权公布相关案情，对嫌疑人进行
通缉，请公民提供线索、协助破
案”。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
程序规定》中也明确：通缉令、悬
赏通告应当广泛张贴，还可通过

网络发布。
因此，“网上认贼”是发动民

众协查，而非鼓励动私刑。该平台
也特别告知，对捏造事实诬陷他
人，或以举报为名公然侮辱、诽谤
他人的，将依法处罚。它没有授予
公民侦查权，或要求其破案，而是
请知情群众提供破案线索。

如今，在许多犯罪行动已突
破区域限制，传统破案方式难适
应的情况下，在网络信息交互频
密、传播迅捷的语境中，利用网络
平台优势，发动民众参与，不失为
一种可行的法子。

当然，要消弭舆论猜疑，就必
须有执行层面的“清晰辨识”：最
起码的，就是恪守程序，确保影像
公开以刑事立案为前置条件，避
免可能的误伤。

“网上认贼”并非鼓励动私刑

□邓子庆

2013年12月23日晚，面对一
名危重患儿的母亲，湖南湘乡市
人民医院120急救中心的值班人
员冰冷地回答：“要先交800元，不
交钱不能发车。”最终，患儿不幸
离世。(1月6日光明网)

早在2006年1月，卫生部就郑
重表明“绝不允许对危重病人见
死不救”，2007年，卫生部又强调

“坚决杜绝见死不救等违规违法
行为。”一晃好几年过去，医疗机
构见死不救的现象仍未杜绝。

显然，仅靠道德难以救赎“要
命救护车”。几年前曾有人建议在
刑法中增设“见死不救罪”，以惩

罚医院、医务人员以及其他履行
特定职务或承担法定义务的机构
和人员“见死不救”的行为。

事实上，惩治这一类行为并非
完全无法可依。刑法规定，“医务人
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
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
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但在媒体公开报道的事例中，
多数只是医疗机构与患者家属达
成私下和解，所谓的法律与刑责，
只是双方谈判时的筹码。

法律存在的意义很大程度上
是规范人们的行为，而这种约束力
恰恰源于严格的执行。已有的明文
规定被某些现实的做法所抹杀，发
生类似的悲剧也就不难理解了。

市场不是创造出来的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很多
人对市场的理解还有问题。

第一，很多人把市场经济仅仅
理解为政府允许的商品经济，这是
很狭隘的。真正的市场经济，市场
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关
键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充分决定什
么可以进入市场，按照什么价格进
入市场。市场经济不是政府允许商
品进入市场的经济，更不是政府控
制市场的商品经济。

第二，不少人认为产权市场是
不好的市场，容易形成投机。其实，
真正的股票市场是符合法定要求
的企业都可以决定自由进出的市
场，而不是政府进行控制，然后按
照权力运作进出的市场。不让企业
自己决定，其结果就是任何企业都
想通过政府的审批从股票市场生
财套利。这种股票市场吸引的也不

是认真的投资者，而是各种生财套
利高手。证券市场需要监管，但不
是1+1+1+1=1的监管，而是1=1的监
管。也就是说如果4家企业要上市，
不是非得控制只有1家才能上市，
而是保证每一家上市企业如实提
供真实报表和资料。

第三，很多人认为钱是虚拟
的，钱是可以乱印的，钱是可以控
制的。其实，资金作为稀缺资源，
是有价的。它的价格就是利率。正
确的利率不是管制形成的。随意
印发货币，虽然可以提升流动性，
却破坏了资金的稀缺性，破坏了
资本市场形成的基础。

市场不是创造出来的。人为
创造的市场，不仅市场本身是不
健全的、不发达的，还是无法正确
配置资源的。(摘自《北京日报》，
作者毛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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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这一年，老百姓“办证难”问题一度成为举国关注的焦
点。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人需要办理的证件实在太多
了。近日，央视网报道称，一个中国人一生可能要办70多个证。

葛公民论坛

法律动真格，杜绝“要命救护车”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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