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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院士”去留得按规定办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时隔一年，“烟草院士”
谢建平的院士资格问题再
次引发热议。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
潘云鹤日前在回答记者提
问时表示，工程院所能做的
就是“动员谢建平自己请
辞”，而谢建平“还在进行考
虑”。

基于“吸烟有害健康”
的普遍认识，“烟草专家”谢
建平当选院士一事始终饱
受质疑。不过，从现有的各

方面信息来看，无论谢建平
院士资格的获得，还是考虑
了一年仍未“请辞”，与现行
的规定并无明显的违背之
处。相比谢建平的院士资格
是留是撤，如何在舆论压力
面前理性地看待规则，如何
维护规范的权威性，反而是
更值得深思的问题。

正如潘云鹤所回答的，
工程院的“动员请辞”与谢
建平一年来的“考虑”，都能
从现行规定中找到依据。按
照《中国工程院章程》，只有
在三种情况下才能撤销院
士称号：一是中国国籍院士
加入外国国籍，被视为“自
动放弃”；二是“当院士的个
人行为涉及触犯国家法律，

危害国家利益或涉及丧失
科学道德，背离了院士标
准”；三是“院士本人提出辞
去院士称号的辞呈”。保留
谢建平的院士资格是符合
上述规定的，而工程院也只
能“动员请辞”了，若是采取

“强行撤销”的做法，反倒违
背了现行的规定。

既然已经有了明确的
规定，需要去做的就是维护
规则的权威性。从舆论的争
议中可以看到，院士的评选
标准存在值得商榷的部分，
相应的退出机制也有待完
善，但在具体内容发生改变
之前，规则的权威性还是应
当得到维护的，社会舆论反
映出异议不应该成为打破

规则的理由。规则的生命就
在于遵守，若是在执行中充
满了随意性，很容易被来自
各方的“民意”裹挟，规则也
就失去了意义。今天可以破
例撤销“烟草院士”的院士
资格，明天是不是就可以为
另一个人进入院士行列“开
后门”？

相比某个人的院士资
格问题，制度理性和程序正
义更为宝贵。烟草研究者当
选院士，或许会伤害到一部
分人的情感，但如果没有遵
守规则的意识，法律规范等
全都形同虚设，社会就很可
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尤其
是现在我们正经历社会转
型期，思想上的交锋和利益

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
果在社会秩序全无、规则执
行充满随意性的环境下生
活，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
受害者。正因如此，理性看
待规则并在行动中自觉维
护规则的权威性，应当成为
一种共识。

当然，考虑到“烟草专
家”当选院士引发的争议，
以及民众对烟草危害性的
普遍认识，中国工程院或
许可以对现行的章程做些
修改，毕竟规则也是随着
社会的发展在“碰撞”中不
断完善的。而这些不断完
善的规则要想发挥作用，
还是离不开对规则意识的
坚守。

规则的生命就在于遵守，若是在执行中充满了随意性，很容易被来自各方的“民意”裹

挟，规则也就失去了意义。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为深入思考协商民主问
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
角度和新视野。

治理的主体是多元
的，过去只作为被管理对
象的企业、媒体、社会组
织乃至每个公民，也都作
为主体参与进来。在这种
情况下，政协毫无疑问会
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
一个重要主体。

约束权力、规范权力
运行的要求，也为协商民

主提供了发展的广阔空
间。人类政治实践告诉我
们，权力运行必须受到有
效约束；把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子里，是业已形成的
全民共识。对权力的约束
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有
权力对权力的制约，也要
有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既
要有政府施政公开透明前
提下的民众监督，也要有
媒体、社会组织的监督等
等。只有这些监督和约束
形成合力，有足够的力量
防止腐败和权力滥用现象
的时候，才可以说对权力

的约束是有效的。
协商民主和选举民

主都是民主政治的重要
组成部分，要从观念上纠
正两者可以互相代替的
误识。协商民主之所以能
在今天为人们所接受，正
是因为它能有效弥补选
举民主的不足和缺陷，
在民主政治中发挥独特
的 、不 可 替 代 的 功 能 。
(摘自《人民日报》，作者
王长江)

葛两会观察

□邓海建

黑色别克车横在医
院门口，司机不见去向，
疾驰而来的两辆救护车
无法进入医院，警报长
鸣。3月10日上午，这一幕
发生在安徽一医院门口。
记者调查得知，该车是黄
山市烟草专卖局徽州分
局公车。(3月11日《京华时
报》)

单位的公车，若非救
死扶伤或情急之需，开到
医院等非办公地点，本就
存在违规嫌疑；因为口角

纠葛，竟然赌气将公车停
在医院门口的“生命通
道”上，更是罔顾公共利
益。当然，更让人大跌眼
镜的是，涉事单位的负责
人把公车私用轻描淡写
地称为“顺道”，还责怪媒
体“上纲上线”。

如果从1994年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党
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
管理的规定》算起，中国
的公车改革已经有了20

个年头，但“车轮上的腐
败”显然并未禁绝。最该

追问的是：为何还有人
不畏公车私用的事实，
也不畏交通与治安管理
的罚则，存在这样的“公
车”，究竟是车病了还是
权病了？

按照前不久公布的
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将
全面启动公务用车制度
改革。有专家大致算了
算，车改结束后，每年或
可节约1000亿元。但问题
是，如果制度到位了，公
车使用者还是不改“顺
道”的思维，改革会否在
基层异化呢？

我有一块地在内地，各
种手续都办不下来，这个部
门把我推到那个部门，推来
推去，快8年了。

行政审批改革在今年两
会上是个热点问题，作为全
国政协委员的成龙对此也深
有感触，受制于繁琐的审批
程序，他甚至打算“不要这块
地了”。

管住一只今日的“苍
蝇”，就可能是消灭一只明天
的“老虎”。

在全国政协委员、民建
海南省主委施耀忠看来，“老
虎”“苍蝇”的腐败本质相同，
拍“苍蝇”，可以斩断滋生腐
败的生态链，因此，对“微腐

败”也要零容忍。

案件判决了执行不了，
还不如不判！

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表
示，案件“执行难”往往会让
老百姓对依靠正常渠道解决
问题的方式产生怀疑，“执行
难”也成为群众上访的一个

“推手”。

政府如果让你养猪，你
养鸡就对了。

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
济委员会副主任岳福洪用了
这样一句话，痛批当前一些
地方政府违背市场规律过度
干预经济，造成一些行业产
能过剩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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