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

今天凌晨，巴西世界杯足球赛
落下帷幕，相比球场上的冠军争夺，
场外的“竞争”或许更为激烈。世界杯
开赛以来，北京、上海等地接连破获多
起赌球案件。“网络红人”郭美美，也在
前几天因参与网络赌球而被控制。

谈到本届世界杯，中国队无缘
决赛圈确实令人遗憾，但国内有这
么多人以赌博的方式参与其中，则
更令人痛心。相比于数以千亿计的
赌资流到境外，更值得警惕的则是

隐藏在赌球案件背后，那种企图挣
“快钱”、幻想一夜暴富的投机心理。

往届世界杯期间，也都有赌球案
件被查处，但今年的形势似乎更为严
峻。从媒体报道来看，各地已查处多个
赌球团伙，涉案人员众多，赌资数额巨
大。在这之中，举债百万孤注一掷的有
之，挪用公款参与赌球的有之，甚至有
人因赌光家产横卧高速求死。描述赌
球人员输光家产走投无路的“上天
台”，更是成了本届世界杯期间当之无
愧的网络热词。赌球所带来的，不仅是
个人与家庭的悲剧，对社会秩序和社
会风气也造成了恶劣的负面影响。

这些围绕着赌球的“世界悲”，
并非毫无先兆，只是世界杯的举办，

将赚“快钱”的“热情”进一步放大。
有调查显示，中国内地每年由于赌
球流到境外的赌资超过6000亿元，
相当于全国彩票一年发行总额的15

倍。在赌球之外，投入到各种博彩之
中的资金也呈现飙升的势头。透过
这些表象，能够看到弥漫社会的投
机心理——— 向往不劳而获，以及对
一夜暴富充满幻想。老老实实地挣
工资，凭借劳动获取报酬，显然不能
满足他们的“胃口”。不仅是围绕球
场的赌博，包括炒房、炒地、参与非
法集资等，何尝不是这种投机心理
在作怪；即便是合法的福利彩票，也
有人失去自控、沉迷其中。

投机心理的盛行，不仅容易对

个人和家庭造成伤害，从国家和社
会的角度来看，这种风气也消解了
人们对劳动价值的热情以及努力奋
斗的意志。对劳动的认同和尊重，恰
恰是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所不可或
缺的，而正确地支配手中积攒的财
富，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秩序。
如果都热衷于赚“快钱”，把不劳而
获当成本事，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
进步，又靠什么来推动呢？

世界杯赛事已落下帷幕，但“赌
球”给人们敲响的警钟仍需铭记在
心，我们不仅要以法律手段铲除赌
博这一毒瘤，更要警惕投机之风对
社会精神的销蚀，让更多的人相信
劳动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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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蝇式”腐败

常披人情外衣

“苍蝇式”腐败之所以难打，不
在于隐蔽性强，事实上，“老虎”腐败
在幕后，“苍蝇”腐败就在眼前。最重
要的是，“苍蝇式”腐败与社会习俗、
人情交往、民间规则交织在一起，有
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在民间社会，婚丧嫁娶、乔迁新
居，很多地方都有举办宴席的风俗，
平时，家家户户都要“随礼”，等到自
家碰到事情，就到了“收获的时刻”，
收到的“礼”不仅有自家过去付出的

“人情”，也有更多的“喜气”和“祝
福”在里面。媒体舆论曾经多次抨击
这种“陋习”，并以基层农村的农民
负担过重为由，大声疾呼“人情猛于
虎”，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但收效甚
微。各种宴席依然如故，年年如是。

基层干部也是人，也生活在百
姓中间，很难在内心和行为上“免
俗”。因而，家里碰到大事小情，既然
过去自家也随过不少礼，当然希望
找机会“收回来”。办宴席就成为“挡
不住的诱惑”。大庭广众之下，打着

“人情”的名义，手中掌握权力的基
层官员大办宴席，实际上却有利用
权力公开敛财的嫌疑，社会观感不
佳，饱受舆论诟病。

办酒席、用公车、公款吃喝、超
标办公、收礼品、送红包，这些腐败
行为看似“小事”，但群众怨言多、意
见大。所以，“老虎”和“苍蝇”的危害
不在于职务高低，“小官”也可以“大
腐”，而在于强化监督，将腐化、腐败
的苗头消灭在萌芽之中，有必要让

“苍蝇式”腐败脱去“人情”的外衣。
(摘自《中国青年报》，作者刘畅)

指导农村经济改革

慎用企业理论

在政策上允许农民占有的集体
资产股权抵押，而事实上会不会发
生，这是两回事情。把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制度与一般的企业制度等同起
来，以企业改革的理论去指导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改革，至少在现阶
段大概是行不通的，因为农民担不
起被破产、下岗的风险，社会、政府
也担不起这个风险。因此，现阶段的
重点应是摸清“三资”家底、接受群
众监督、保障农民作为集体组织成
员的财产权利。

上述问题，可以概括为在深化
农村改革中需要破解的四大难题：
首先是征地制度改革，实际涉及的
问题是允许在城镇中有两种所有制
的土地，还是形成农地转市地后增
值收益的合理分配机制，或是两者兼
有？其次是对农村的建设用地，到底
是坚持“自有自用”的原则，还是允许
农村集体组织以外的成员在农村可
以拥有宅基地和房产？再次是对农户
来说，农地、农房都不是拥有完整产
权的财产，因此允许对农地、农房进
行抵押，那么到底抵押的是什么权能
需要认真研究、界定。最后是农民占
有的集体经济资产股权能不能抵押、
担保？允许抵押、担保后到底对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会产生什么影响？这
些都需要深入观察和研究。(摘自

《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陈锡文)

任小康

近日，96名村民联名上书河北
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释放用铁镐
打死村主任侯志强的村民郑潮军。
不少村民表示，侯志强是个恶人，

“我们都怕他。”(7月13日《新京报》)

村主任被村民打死，不但无人
同情，反而激起大家“同仇敌忾”，这
样的情景确实令人唏嘘。依法对杀
人者作出判决，这是无法讨价还价
的，但更值得思考的是，基层治理如
何才能进入良性轨道，怎样才能避
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事实上，像侯志强这样的“恶人
村官”在基层并不少见，能够独霸一
方不只是个体的性情因素，更是保

护伞的纵容。很多村官违法乱纪的
行为背后，正是得益于他们与基层
公权力机构形成的“小圈子”。在这
个“圈子”里，弥漫着权力大于法律、
人情大于法律的江湖气，公权力就
很容易沦为欺压百姓的工具。而这
种对村官的怨气，最终演变成村民
对杀官者的同情。

前不久，中组部印发通知，要求
开展整治村、社区等基层干部违法
违纪行为专项行动，特别要集中力
量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案
件。这样的查处行动值得期待，不但
要查处涉黑涉恶的“恶人村官”，更
要扳倒那些罩着他的“保护伞”，强
化对基层干部权力的制度化管理，
防止其在缺乏约束中不断匪化。

目前国有资本的80%都在竞争
性行业，实在太高了。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
家张卓元表示，国有资本不能完全
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但国有资本过
多集中在房地产等行业是不合适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资本
应投向五个重点领域，这说明国有
资本的配置需要调整。

如果是在真正的现代高校，不
存在所谓的高低等级以及所属关

系，老师的败坏问题就会少很多。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

朝晖认为，在现有体制下，高校外部
是行政管控，内部也有行政化趋势，
不少老师从两个方面寻找自我定
位，一是官员，一是老板。教师对学
生的占有欲体现了一种惯有的思
想，无论是在行政系统还是高校，背
后的权力逻辑是一致的。

葛公民论坛

“恶人村长”折射基层法治生态

警惕“赌球”背后的投机之风
相比于数以千亿计的赌资流到境外，更值得警惕的则是隐藏在赌球案件背后，那种幻想一夜暴富的

投机心理。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风气也消解了人们对劳动价值的热情以及努力奋斗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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