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组部通报了专项整治超
职数配备干部的进展情况：“全国超职
数配备的4万余名副处级以上领导职
数中，已消化15800多名，完成近40%。”

从此前四轮中央巡视的情况来
看，超配干部是各地较为普遍的一
个问题，而此次中组部的通报让公
众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整治力度。在
取得成绩的另一面，则是不可回避
的问题：一则本轮超配干部“瘦身”

花费半年多时间完成40%，整治工作
的彻底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二
则在专项清理之后，更该考虑如何
避免超配干部反弹，如何避免再次
陷入“越减越肥”的怪圈之中。

事实上，在本轮专项整治之前，
同样的清理工作2007年和2009年都
曾着力开展过，但效果并不理想，在
专项清理过后普遍存在“反弹”甚至

“越减越肥”现象。这些超编的职位，
大多是为了方便“人事安排”，背后
则反映出地方在编制管理方面拥有
过度的自由裁量权，把安排行政职
务或提升行政级别当成了一种奖励
方式。超配干部人浮于事，既是对人
才的浪费，也占用了过多的公共资
源。

从各地“晒”出的专项整治成绩
单来看，对超配干部一般通过取消兼
职、调岗、免职等方式“消化”，这更像
是一种为减少改革阻力而采取的权
宜之计。虽然职位发生变化，“超标”
官衔也取消了，但往往以“保留职级
待遇”为前提。官职数量减少了，但官
还在，人浮于事换了一种表现形式，
财政上的负担也没有得到有效减轻。
如此一来，职数“瘦身”的效果自然也
打了折扣，要想实现真正“瘦身”，恐
怕也只能等待自然减员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尴尬状态，还
是“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官
场生态在发挥作用，现在需要的就
是以法律法规支持编制管理，并依
法建立官员退出机制。一方面，以立

法的形式确定“岗位清单”、“编制清
单”，将干部配备的权力关进笼子，
对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认定划定“硬
杠杠”；另一方面，建立有奖有罚、能
上能下的官员退出机制，不仅清理
超编人员，同时也清退那些在其位
不谋其政的官员，以此激发领导干
部乃至整个公务员队伍的活力。

尤其是现在，曾经被视为阻碍官
员退出的养老金双轨制也开始改革
了，建立官员退出机制的条件日渐成
熟。当务之急就是抓紧时机，将编制管
理纳入法治轨道，从制度上减少甚至
杜绝人浮于事。如果说对超配干部的

“消化”是现实考量下的无奈选择，那
就从堵住源头开始，别等到“反弹”
之后再考虑新一轮的“瘦身”。

葛媒体视点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超配”要消化，还要防反弹
超编的职位，大多是为了方便“人事安排”，背后则反映出地方在编制管理方面拥有过度的自由裁

量权。现在需要的就是以法律法规支持编制管理，并依法建立官员退出机制。

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晴雨表。
一些市场主体在价格管制下，犹
如戴着“镣铐”跳舞，很难真正公
平地参与市场竞争。放开竞争性
环节的价格，就是要清理当前经
济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价格扭曲，
用好市场化的定价机制，给市场
主体进一步“松绑”。

一般说来，越往后，价格改革
难度越大，越要啃硬骨头，一些垄断
行业领域的价格改革更是如此。“开
弓没有回头箭”，推进价格改革，必
须下更大的决心，发扬钉钉子的精
神，打破利益壁垒，推动公开透明的
市场化定价机制尽早形成。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价格改
革并不意味着“涨价”，但却可能

带来价格的波动。价格放开以后，
有些领域的竞争将更激烈，价格
可能走低；而有些领域由于过去
的价格未能反映真实成本，放开
后价格可能出现反弹。不过，随着
市场化定价机制作用的发挥，价
格水平必然会回到市场可接受、
企业有赚头的合理水平。

在价格改革中，政府部门也必
须坚持“放管结合”，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特别是要严厉查处哄抬价
格、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不正当
价格行为，严厉打击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牟取暴利等损害消费者利益
行为，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摘自《经济日报》，作者林火灿）

禁烟从“头”做起，才能不留死角

□钱兆成

1月5日，中国疾控中心联合中国
控烟协会召开新闻通报会，公布了自
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领导干部“禁烟令”一年来各
地执行情况的最新调查数据。其中，
黑龙江、湖南、广西、青海四省区既无
发文又没有其他举措，成为死角。（1

月6日《北京晨报》）
规定很明确：“对违反规定在公共

场所吸烟的领导干部，要给予批评教
育，造成恶劣影响的，要依纪依法严肃
处理”，但文件下发一年来，我们却几乎

没有看到“批评教育”的例子，而“依纪
依法严肃处理”更是一种奢望。这也难
怪，吸烟常被视作不拘小节的个人习
惯，甚至是“领导风范”的一种体现。监
督不够，处罚也很少，机关控烟自然是
难点。

应该明确的是，领导干部在公共
场所禁烟，绝非是个人问题，也不能
存在死角。往大一点说，这是关系贯
彻中央精神的大问题。往小一点说，
能否还一个干净清爽的公共场所，能
否塑造新的形象，这能够表明官员是
否与百姓打成一片。公共场所禁烟必
须从“头”做起，从严做起。

岁末年初说安全③

向科学管理要安全
□本报评论员 吴金彪

上海外滩踩踏事故已经过去一
周了，但是事故留给人们的思考远没
有结束。事后有人将灾难归咎于个人
的素质，其实大谬。密集的人流、昏暗
的灯光、信息的芜杂、管理的缺位，让
灾难随时都有可能到来。

城市不同于乡村，它是一个大的
人群聚集地，城市里每个个体行进的
方向也不尽相同，来来往往，熙熙攘
攘。整个城市要有条不紊，就需有一
定的规则，城市的每一个人也要遵守
相应的规范，不逾矩。有了红绿灯和
红黄线，看似是在某方面对某些人多
了一些约束，其实是保证了城市更大
多人的利益。

明乎此，我们也就明白了管理在
提升城市安全中的重要性。但管理是
一门学问，需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绝
非“管死”和“死管'。网络普及和资讯发
达的今天，城市的管理者维护安全的

手段也有很多，在密集人群区提前预
警，周密部署，在急风暴雨等自然灾害
面前做足安全提醒，都可以预防事故
发生或让事故损失降到最低。

由于历史等原因，目前我国很多
城市的管理水平还远远跟不上城市
发展的步伐，管理者经验不足，有待
提升的地方也有很多。比如，城市的
某个路口因为树木遮挡司机视线屡
屡发生交通事故，就不能仅仅埋怨司
机了，而应该从管理上下工夫，对道
路进行重新规划或对树木进行修剪；
某个地方市民跨越护栏现象严重，存
在安全隐患，管理者就要考虑是不是
护栏设置不合理，是否可以在附近设
立一座过街天桥……

当然，出了安全事故，不能动辄
埋怨个体，不代表市民素质的提升不
重要。在城市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同
时，不断提升市民遵守规范的意识和
文明素质也至关重要。只有两个方面
都好了，安全才有保障。

城镇化过程中，城市是理所
当然的主动角色，但在新型城镇
化过程中，农村也要扮演主动角
色。当越来越多的人住到城市
里，农村资源特别是乡土风情、
传统文化、自然风物等，会越来
越稀缺。这时候，保护好农村也
是城镇化的另一极。

我们已经处在生态文明时
代，新型城镇化要遵循生态文明
的发展规律去探索、去实践。比
如，很多地方依然受大规模生产
的工业文明影响，追求基础设施
的规模性、集中度，这其实也把
风险集中了。走向生态文明，就
要包容小型的、分散的、分布式
的、充满弹性的、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文明形态。

某种意义上讲，城镇化的基
础细胞是建筑。建筑是不是绿

色，能不能传承中国悠久的文
化，可不可以体现生态文明，比
提任何口号的影响都要来得实
在。我们的建筑必须是绿色建
筑，而且必须是找回中国文化自
信心的建筑。如果我们的城镇化
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人们到高楼
大厦上往下一看，满眼尽是世界
各国风格的建筑，唯独没有中国
风格的建筑，那真是一个悲剧！

中国文明本身带有天人合
一、尊重自然的生态元素。在中
国快速城镇化的历史阶段，我们
尤其要保护这种文明因子，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体现它、传承它、
弘扬它。（摘自《人民日报》，作者
仇保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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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改革要“放管结合”

城镇化要保护好“文明因子”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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