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直在破坏既有的规
则，现今则是重新树立各种新规的时机。无论在官场，
还是在民间，如何让法治和反腐的清风送来的“新
常态”成为这个社会固化的规则异常艰难，社
会顽疾仍有伺机反扑之势。“新常态”下的新
规之制定和适应是需要时间的。无疑，我
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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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常 态 有 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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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特别报道

老人对潜规则，多有经验
钱超说，其实工作几年以来，他一直处于“学习”中，而听到最多的，无非就是经验丰富的老

同事们谈到的一些官场的“潜规则”。
“想让上头把钱批下来，需要请客吃饭——— 反正花的不是自己的钱。下面乡镇的来办事，能

拖就拖，太好说话了，反而显得自己没地位，等等。”钱超说，尽管自己很看不惯这些，但身处其
中，还是耳濡目染了不少。

但最近两年在“八项新规”下，形势却出现了一些变化，“没有了乱吃乱喝，单位办事效率提
高不少。”钱超说，其实这是他希望看到的，不过那些工作年数比他久的领导同事们，则显得不太
适应，“他们有的是经验，不少人总说这样的制度持续不了太久。”

“不知道是不是会‘返回去’？”钱超担忧。
钱超的担忧，并非毫无依据。按照历史学者吴思的看法，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恰恰是

“潜规则”，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
其实这种潜规则在民间照样流行，比如逢年过节去别人家拜访，最好提点东西；对于有权有

势者，很多人都会想办法竞相巴结等，这样的潜规则，往往以“人情世故”的形式出现。对于几千
年来盛行官场的潜规则来说，更是如此。

不过，情况似乎正在好转。2012年中央提出“八项规定”以来，很多官场陋习，如公车私用、公
款吃喝、办事拖沓等不良“潜规则”得到遏制，官场风气被整饬一新。同时大批政策法规得到清
理，行政审批权限下放的力度远超以往。

带给人们更大震撼的，无疑是中纪委两年多来一直处于高压态势的“抓老虎，拍苍蝇”，腐
败、“潜规则”得到前所未有的整治，尤其是前不久被宣布逮捕并开除党籍的周永康，更是被
视为打破了改革开放以来，“刑不上常委”这一潜规则的“终极表现”。

不但是钱超，作为普通百姓，盼望着彻底告别潜规则，让法
治和反腐背景下诞生的新规则大行其道。

潜规则君
沙扬娜拉
本报记者 刘志浩 实习生 邵鲁文

【送清风】

新规本身，就是“福利”
“没想到这次不用送礼，还给了很

好的床位。”去年12月5日，与本报记者
谈起两次生孩子的经历，冀中某县公
务员钱超颇为感慨。

1982年出生的钱超，2009年研究
生毕业后，考取了本县一个文化系统
的公务员，第二年结婚，随后老婆怀
孕。

他记得很清楚，2011年4月份，妻子
在县里最好的妇产医院剖腹产下孩子后，
医院推说没有床位，妻子只能睡在医院走
廊的病床上，由于天冷，冻得脖子疼，只能天
天紧裹被子。而与妻子同一天进产房的另外两
个产妇，却都进了病房。

开始他并没把这当个事，后来一次无意中聊
天，钱超才明白，原来另外两个进病房的产妇，都给主
治大夫送了红包，而睡在走廊的产妇，多数没有送红包。工
作后，钱超也听说过不少“潜规则”的事，“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
自己身上。”他说当时很懊恼。

两年后，身为“双独”的钱超两口子又要了一个孩子，于2014年3月份在同一家医院接生。钱
超说，这次学聪明了，在妻子最后一次产检时，便包了500元的红包，想悄悄给检查的大夫，但大
夫说什么都没要。

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态，钱超陪伴妻子再次做了剖腹产。不过这次手术后，钱妻直接被推进了
病房，尽管里面依然很挤。“本来打算如果不住病房，再想办法送红包的，没想到就住进去了。”钱
超说，他注意到，医院走廊没有住一个产妇。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八项规定’起了作用？”钱超笑言，由于禁令，2013年和2014年他们单位
取消了所有福利，让他颇为“不爽”了一阵子，“没想到在这给补回来了。”

“新规则本身，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项福利吧。”钱超说，尽管这样的“福利”原本就是人们
该享有的。

反腐大幕
只是刚刚拉开
本报记者 刘志浩

11月3日，王岐山在人民日报撰文，除了回顾取得的成效
外，更是指出，现在一些党组织依法执政、依法办事的观念和能

力不强，有法不依、以权压法现象依然严重，一些党员干部以言代
法、违法乱纪、徇私枉法问题突出。这种大背景下，他坦言，反腐“已
经成为一场输不起的斗争”。

延续十八大以来的高压态势，2014年以来中纪委继续“打虎”
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仅2014年一年，便打掉省部级以上“老虎”40
人，相当于过去五六年的总和。

“这样的打虎力度充分说明党中央对于反腐工作的极端重
视。”12月12日下午，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在
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我国的反腐
仍处于“打虎拍蝇”的治标阶段，不过在此过程中，一些制度建设也
在加紧进行，“治标的目的，仍是为治本赢得时间。”

而“老虎苍蝇”如此之多，从另一个方面看，表明我国的腐败状
况仍然处于“极端严峻”的形势之下。12月2日上午，制度反腐专家，中
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连用了三个“不得不的关口”，即“政治
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反腐
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向本报记者强调形势的严峻性。

这种情况下，大规模治标式的反腐就显得很有必要，长期关注
中国政治问题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曾撰文指
出，目前的反腐其实“刚刚开始”，即便“大老虎”周永康被惩治，反
腐也应当继续下去，尤其应当延伸到以垄断国企为代表的“更多寡
头领域”。

不过，十八大以来中纪委雷厉风行的“打虎拍蝇”，还是让人们看
到执政党的决心，也正因为如此，媒体将之赞誉为“最强中纪委”。

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

反腐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部门
的事情，因为仅靠一批人、一个部门，根本打不
赢这场“输不起的战争”。

“从全局上来看腐败，能更加明确反腐的意
义，坚定继续反腐的决心。”庄德水认为，未来的
制度反腐，依法反腐将发挥重要作用。良好的制
度，是确保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关
键。

未来可期待发挥重要作用的另一项制度，
是《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庄德水
认为，这个方案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官员
监督的“双管齐下”政策，即加强对领导干部个
人行为的监管，又加强对领导干部亲属行为包
括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经商办企业等行
为的监管，并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

“这个条款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庄德
水说，它对官员将财产、配偶移居海外，私自开
办企业或在企业任职，将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

其次，便是对已有条例的修订，使之适合形
势发展需要。

庄德水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
关于党的纪律和纪律处分方面的重要法规，对
实施党内纪律处分作出了科学严密的规定，在
从严治党方针，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制度牢笼是反腐关键

过去一年，“拍蝇打虎”成果斐然，也证明贪官污吏之多，反映了反腐形势的“极
端严峻”。更进一步，拍掉了“苍蝇”、打掉了“老虎”之后呢？会不会再有“苍蝇”、“老
虎”补上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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