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儿子为建面粉加工作坊借了
18万元外债，不料酒后骑摩托车意
外身亡。12年来，济宁邹城人孙祥存
做矿工、打短工，省吃俭用替亡子还
债，声称：“再苦也得讲诚信，只要有
口气在，就得和老伴儿把债还清”。

“父债子还”“子债父偿”其实只
是一种民间的传统说法，法律上并
没有这种概念。现实中，“子债父还”
即使存在也是和继承权等相关联

的，比如，父母继承了子女的遗产，
在继承的财产额度范围内优先偿还
债务。以此来看，孙祥存并没有为儿
子还清18万元欠债的义务，他的做
法更多的是在遵从一种内心“不欠
良心债”的道德自律。一位年过六十
的老人，为了偿还儿子欠下的债，不
惜拼了“老骨头”远到内蒙古做矿
工，孙祥存这种“信义”行为与社会
上一些动辄“跑路”甚至有钱不还的

“老赖”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实像孙祥存这样“不欠良心债”

的人在我们身边并不少见，比如本报
曾经报道过的“不欠乡亲一分钱”的道
德模范郭庆刚、10年忙碌还债的临清
退休教师薛庆银、替夫还债近百万的
胶州村妇姜恩兰等。和孙祥存一样，他

们中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相关的“债
务人”“债权人”等法律概念，但是在困
难面前都作出了相同的选择。“不还上
钱，睡不着觉，心里不踏实”说出了他
们多年如一日辛苦还债的内心想法。

“做人得诚信”、“欠债还钱”，在他们眼
里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正是这种朴素
的诚信观念在他们身上起了作用，化
为行动。

人虽死，账不烂，“孙祥存们”的做
法是令人钦佩的。然而现实生活中，我
们却看到了社会上的另外一种怪现
象，很多人欠债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
是还钱，而是“跑路”，躲起来。由于诚
信意识的缺乏,为债务纠纷而闹上法
庭的事件这两年更是频频发生。有报
道称，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混乱造成

的无效成本，造成国家直接和间接的
经济损失每年高达5000亿元。可以说，
失信行为不仅伤害了经济秩序，也击
穿了社会的道德底线，危害着整个社
会的文明建设。

很多包括国家公务人员在内的
“老赖”被法院曝光后，不以为耻，仍然
赖账不还。说明道德约束对这些人已
经不起作用，在社会流动性日益加剧
的今天，如何让每个人都诚信待人、

“不跑路”，已不能仅靠道德自律。
时代变化了，诚信的美德不能丢。

在当前社会诚信普遍缺失、人与人互
不信任氛围弥漫的情形下，社会需要
有更多的“孙祥存”，在呼唤道德自律
的同时，用法律的力量加强社会诚信
体系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

不欠“良心债”给“老赖”上了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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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虎蝇”葛舆论场

孙祥存的做法更多是在遵从一种内心“不欠良心债”的道德自律。这种“信义”行为与社会上一些动辄
“跑路”甚至有钱不还的“老赖”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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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官巨腐”这个词最早出现在
今年7月9日。中央第二巡视组对北京
市领导班子进行巡视反馈时，组长徐
光春第一次提到了这个颇为显眼的
新叫法。

仅仅4个月后，“小官巨腐”的贪
墨程度便被马超群迅速攀升到了数
亿元。官微如豆却敢于肆无忌惮贪
墨，背后一定有“保护伞”，但在《四川
日报》旗下川报观察客户端评论员周
明华看来，马超群等巨腐小官的“保
护伞”是特定领域的绝对垄断与特定
范围的绝对权力。“马超群只要是通
水管，都敢伸手要钱。”

《参考消息》也综合外媒对马超
群案的评论指出，马超群此等“苍蝇”
的权力虽不比“老虎”大，但他们有的
掌握着如供水、国土、教育等特殊资
源，有的控制着如车管、医保、电、气
等垄断行业，与民众更密切接触，对
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更深，权力寻租

的含金量和能量并不比“老虎”小。
继续回到周明华对“保护伞”的

分析，“‘小官’之所以能成为‘巨腐’，
往往就是得益于其小，得益于其所在
的行业和部门的封闭性。其信息的不
透明、小团体化的‘山头主义’，更容
易躲过监管，一路长大为巨贪。”

正是得益于垄断行业与垄断权
力的双重叠加，“苍蝇”马超群才显示
出不亚于“老虎”的危害，也被网友形
象地称为“虎蝇”。《人民日报》评论
称，“对老百姓而言，身边的‘蚊蝇’叮
咬，相比‘虎害’更有闹心之堵、切肤

之痛。”
由此，民众对未来的反腐工作，

除了“既打老虎也打苍蝇”外，消灭新
物种“虎蝇”，更成为本周舆论关注的
焦点。

这种对“小官巨腐”现象深恶痛
绝的民间情怀，在历史小说作家二月
河身上达到了顶峰，“‘小官巨贪’是
新问题，是新的奇怪现象。同样，在新
的社会治理形势下，可以通过建立弹
劾制度，通过官员互相监督，互相揭
发腐败行为来杜绝。”

但作家的建议却没有被家乡媒

体认同，《河南日报》官方微博在19日
转载这篇访谈时，配发的评论却是评
论作者盛大林的“‘让官员互相揭发’
绝非良策。‘官官相护’，让他们‘互相
揭发’未免一厢情愿。最有效的监督
还在‘体外’！”

央广网援引中国社科院政治学
所行政学研究室研究员贠杰的观点，
对《河南日报》的态度表示赞同：面对

“小官巨腐”，下一步的反贪工作应该
把战略逐步转移到防微杜渐方面，因
为所有的大案要案实际上都是从小
腐败逐步演变来的。

川报观察客户端评论员周明华，
则更看重对行政权力的约束，“不管
是‘打虎’还是‘拍蝇’，都应扭住权力
不放松，明确干部手中的权力与责
任，加强监督和制约，用制度和法治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形成‘不想腐、
不能腐、不敢腐’的刚性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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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干部级别序列中，副处仅仅是“芝麻小官”，与之形成鲜明对
比的，却是1 . 2亿元现金、37公斤黄金、68套房这样惊人的贪腐数据。秦
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便以如此戏剧性的“小官巨
腐”将本周的舆论视线牢牢聚焦在反腐新动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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