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定范围”的公开好像“毛玻璃”

近日，哈尔滨正式出台《关于建
立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常态化机制的
实施意见》。文件提出，拟提职考察
人选的收入、住房、汽车和子女配偶
等情况将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公开拟提职官员的个人相关
事项，特别是个人财产情况，对于
防止“带病提拔”等现象确有积极
作用。不过，加上“在一定范围内”
等限定条件的公开，实质上仍是把
官员个人相关事项当做一种“秘
密”。普通群众仍处于不知情的状
态，就更说不上发挥社会监督的作

用了。
所谓公开，就是公之于众，在

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
知情的事项，本质属于秘密。公开
官员财产等个人情况，对于约束权
力、预防腐败等具有积极作用，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健全反腐
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描述中，就
提出“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
项公开制度试点”。早在2012年9月，
浙江磐安县就曾有过“试水”，对14位
参与竞争性选拔的领导干部的房
子、车子、投资和收入情况，在其任
前通过官网进行公布。相比之下，加
上了“在一定范围内”的限定，很难
称得上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开。

这种有条件的“公开”，只是在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基础上略有

进步，是否能起到应有的效果不容
乐观。此前一段时间，已有不少地
方开展了官员财产申报工作，由于
在确保申报材料真实性方面存在
相当大的工作难度，很容易出现瞒
报、漏报等诸多问题。限定于“一定
范围内”的“公开”，很可能出现类
似的监管难题，特别是从目前查处
的一些腐败“窝案”来看，单纯依靠
内部监督恐怕难以起到有效的约
束作用。

事实上，之所以要对拟提任领
导干部的有关事项进行公开，关键
就在于给社会公众的监督提供便
利。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包括“房
叔”、“房姐”等腐败案件线索，很多
都来源于群众的举报。从这个角度
上讲，真正意义的公开就需要通过

各种形式，将官员个人相关事项公
之于众，使社会监督发挥积极作
用，以此弥补内部监督的不足。内
外部监督相互配合，才能对包括拟
提任官员在内的所有领导干部，形
成全方位、无死角的约束。

值得一提的是，党务政务的公
开本身就是一种原则要求，限于

“一定范围”的公开，则把无关国家
机密且需要透明度的官员个人事
项，罩上了一层看似透明实则利于
隐蔽的毛玻璃。此前多位党和国家
领导人通过媒体公开子女、配偶等
信息，对此已经做出了表率。人们
希望看到的是，哈尔滨当地的党政
机关能够积极履行“逐步扩大公开
范围”的承诺，别在信息公开上玩
文字游戏。

加上“在一定范围内”等限定条件的公开，实质上仍是把官员个人相关事项当做一种“秘密”。普

通群众仍处于不知情的状态，就更说不上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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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先任

公证处多收了市民冯志波
1450元公证费，经举报，多收款项
被广州物价局责令退回，但公证
处寄来“红头文件”，要其亲自去
领取退费。冯先生随后也给公证
处寄去一份个人名义的“红头文
件”，要求对方送款上门。(8 月 10

日央广网)

明明是公证处多收了费用，
犯错在先，不对权益受损的群众
登门道歉，却仍然倨傲无礼。有意
思的是，冯先生并不“好惹”，他自
己也制作了一张“红头文件”，公
证处最终“服输”。

近些年“红头文件”被滥用现
象突出，一些“红头文件”甚至“知

法犯法”。“红头文件”被滥用的背
后，是部分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
员滥用公权力，因此也引来了广
大群众的批评和不满。其实公权
力更应该服膺于公众权利，而不
是凌驾于公众权利之上，政府部
门更不能违背服务于民的宗旨。

面对这些损害群众权益还要
利用公权力“威胁”群众的政府部
门，不能寄望于他们自己能反省
过错，也不能寄望于民众自己的

“红头文件”能起到多大作用。还
是那句老话，只有将权力关进制
度的笼子，权力才不敢倨傲，不能
倨傲，而变得对群众谦恭，群众的
权利才会像最重要的“红头文件”
一样，永远置于政府最优先处理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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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公民论坛

群众利益是最重要的“红头文件”

□毛开云

丈夫被安徽省纪委带走调查，
王女士想疏通关系，结果被任某骗
走 1460 万元。北京市高院终审以
诈骗罪判处嫌疑人任某无期徒刑。

（ 8 月 10 日《京华时报》）
为了捞人，一个被骗 1460 万

元，一个被判无期。回首这起案件，
怎一个滑稽了得。丈夫被纪委带走
调查，纪委最终肯定有个说法，然
而，王女士一次次地把钱交给骗
子，最终落得被骗的下场。

其实，稍有一点法律常识的人
都知道，这起骗局本来不该发生，
发生此事个中原因值得深思。信访
不信法、找律师不如找关系，很多
人遇到事情或者打官司，往往都会

这么想、这样做。王女士被骗重金、
任某诈骗得手，就是这种“生活常
态”和“市民心态”的一个缩影。

生活中确实发生过不少此类
事情，只要有钱买通官员，自己就
能逢凶化吉。就说已经被判死刑的
刘汉、刘维，能够盘踞一方、作恶时
间长达二三十年，与大肆结交官员
密切相关。刘汉靠什么接近官员
呢？除了钱，还是钱。官员的腐败成
了部分人不信法律的重要原因。

“从纪委捞丈夫被骗 1 4 6 0

万”，看似一出幽默剧和闹剧，却演
出了现实中的一些丑恶现象。减少
和杜绝出现这类事情，需要铲除

“权大于法”的现实土壤，更需要监
督官员的权力运用，加快建设“法
治中国”。

天价“捞人案”，判决后仍需反思

消费升级力量促进结构调整

现在人们不仅在教育消费上舍
得下“本钱”，信息消费、休闲、旅游、
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上的投入也大
幅上涨，整个社会消费正在加速从
生存型消费转向享受型消费、发展
型消费，步入加快升级的新阶段。不
止于此，消费的形式也在悄然“升
级”，更多地从“线下”走到“线上”，
不仅小件日用品可在网上买，大件
电器乃至汽车、住房都开始向网络

“转场”。
消费升级力量不可小视。如果

措施得当，会从供给方面对扩大消
费形成巨大拉动，加快释放城乡居
民的消费潜力。比如，医疗、养老等
服务消费正在面临需求急剧增长与
供给相对不足的矛盾。各级政府顺
应这个趋势，把有限的财政投入用
到这类产品的供给上，不仅会形成

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还能惠民生、
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再比如，如
今楼市降温明显，很多机构对此都
很“悲观”，但若从人们对改善性住
房需求持续增加的角度来观察，就
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我国楼
市经过必要调整进入健康发展新时
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各地稳增
长、调结构，应该把消费升级的力量
考虑进去。

同时要看到，消费升级也势必
会给行业、企业带来挑战和机遇。

“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见祸于未
萌”，那些与升级大势相背的企业要
考虑考虑转型升级的问题了。（摘自

《经济日报》，作者马志刚）

葛一语中的

并不是吆喝几声，房地产市场
行情就能好起来的。

经济学家易宪容认为，今年国
内房地产市场出现周期性调整，并
非如早几年那样是由政府的房地产
宏观调控政策所左右，而是市场力
量使然。市场要素只能由市场来决
定，而不是会由政府房地产政策来
左右。

要想把所有的企业都培养成
“三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
坚认为，必须要把资源配置给最有
竞争力的企业，今天前端性的行业
要靠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创新能
力来进行。要让企业在竞争的环境
当中不断进行产业升级。

利率市场化不是简单的“放得

开”的问题，最核心的是“形得成”和
“调得了”。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认为，放开利率是利率市场化的第
一步，是否“形得成”竞争性的金融
市场很关键。放开利率管制为竞争
性金融市场形成创造了条件，而竞
争性的金融市场发展取决于金融机
构本身的创新能力。

要想让大家心服口服，学校不
妨先晒出自己的账本，给大家算一
笔明白账。

最近，多个省市区发布了普通
高校学费上调信息，有些省份的高
校学费涨幅最高竟然超过了50%。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
为，随着办学成本的增加，高校涨学
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学费的调整
必须公开。

葛媒体视点

环境监管须创新模式

许多地方屡教不改的污染企业
比比皆是，究其原因，一是处罚力度
不够，二是监管难以持续。事实上，
对企业主来说，一次处罚若不能令
其倾家荡产，或者处罚后持续监管不
能跟进，超排偷排的行为非但不会收
敛，反而会让他们觉得“监管就是那么
回事”，违法气焰更为嚣张。

当前，基层环保监管力量虽有
加强，但距离现实要求还有很大差
距。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县市，20

人的环境监察队伍可能要监管上千
家企业的环境状况，力量捉襟见肘。
一面是违法排污猖獗，一面是监管
力量严重不足，持续监督虽有效，却
不能成为普遍采用的办法。

在这样的条件下，面对污染痼
疾，必须探索出一套新的处罚、监管模
式。处罚不能拘泥于罚款多少，还要对

屡教不改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罚。例如
规定企业经环保部门飞检三次全部存
在违法行为，停业半年；整顿后重新生
产一年内飞检两次违法，彻底关停等
等。这样的处罚模式如果能以地方条
例的形式出台，一定能让屡教不改的
违法排污企业不寒而栗。

屡教不改的违法企业中，小作
坊好治，而有头有脸的大企业涉及
税收、就业，常常是当地政府的心头
肉，类似处罚条例能否出台，将考验
地方政府的治污决心。当前，环境污
染已经成为百姓的心腹之患。面对
污染痼疾，只有拿出壮士断腕的勇
气，不断创新管理，才能从根本上治
住屡教不改的污染企业。相信有眼
光的地方政府能掂量出孰轻孰重，
不断创造出环境执法的新局面。（摘
自《人民日报》，作者孙秀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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