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腐要精准，别让“盒饭民警”躺枪
无论任何时候，无论是哪个行业和领域，权力的监督和约束应该科学、严谨，精细，不能任性，“一刀切”的做法总是是简

单、省事的，然而这样做的后果是，不仅无法让人心服口服，也让权力约束背离了它本来的意义。

期待堂堂正正的“分配正义”

A04 评论 2015年2月2日 星期二 编辑：吴金彪 组版：刘燕>>>>

QILU EVENING NEWS

www.qlwb.com.cn

本报地址
济南泺源大街6号

邮编
250014

传真（0531）
86993336 86991208

报纸发行（0531）
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0531）
82963166 82963188

82963199

差错投诉
96706

发行投诉（0531）
85196528

邮政投递投诉
11185

即时互动平台

“壹点”官方APP

齐鲁晚报微信
qiluwanbao002

新浪官方微博
weibo.com/qlwb

临近春节，关于“福利”的讨论
又起。这个从去年热起来的话题，一
直众说纷纭、言人人殊。概括起来无
非是，在反腐败、反“四风”的背景
下，我们应该有怎样的“福利期待”？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
好”。讨论福利问题，同样应该如此。
概念不统一、理解不一致，讨论得再
热烈，也是关公战秦琼。“反腐败不能
反福利”是个好提议，若不明确何谓
福利，最终不过是一场情感大戏；“应
该将福利制度化”是个好建议，但不
问福利是否合理，也难免成为文字
游戏，还可能扭曲正常的社会认知。

不可否认，在工资上涨乏力时，
取消形形色色的福利，确实会让一

些人觉得有些寡淡，甚至倍感失落。
但这并不应该成为呼唤违规福利的
理由。尤其要看到，人们对公务员涨
工资各有看法，对国有企事业单位
员工“羡慕嫉妒恨”，就在于种种说
不清道不明的“福利”，激发着社会
对这一群体的高收入想象乃至集体

“污名化”。因此，即便感慨“光鲜外
表的清苦”，呼吁“水涨船高的待
遇”，相比于不明不白的“补偿福
利”，我们更期待堂堂正正的“分配
正义”。在这个意义上，让福利规范
起来、透明起来，恰恰是在为涨工资
涵养民意基础。（摘自《人民日报》，
作者范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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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暗访深圳警官吃娃娃鱼被
打一事后，当地警方下达了一则“严
禁聚餐”的整顿通知，紧接着就有武
汉市公安局一大队官方微博发布多
张民警围坐吃地瓜、盒饭的照片，并
配文称“绝对公款，保证野生，欢迎
暗访！”一时间引发舆论热议。

与少数官员豪吃海喝不同，武
汉民警吃盒饭“晒辛苦”的图片可以
说真实反映了当前很多基层民警的

工作状况。两相比较之下，也让人反
思如何在保障基层工作人员权益的
同时，对权力进行更有效的约束。

这些年警察恶性执法、违法违
纪的案件不少，作为执法部门，公安
民警掌握着一些普通人无法掌握的
资源和权力，工作上稍有“越轨”，就
可能对社会公平正义产生影响。因
此，对民警的权力进行约束很有必
要。然而，这种权力的约束不应该损
害基层民警的基本权益，深圳警方

“一刀切”严禁聚餐的做法其实就是
对基层民警权益的一种伤害，走到
了权力约束的另一个极端，也容易
挫伤基层民警工作的积极性。

在一些人眼里，警察似乎有很
大权力，然而，对这个行业稍有了解

的人都知道，基层民警的工作并不
好干，治安警工作的琐碎、刑警破案
时的奔波，交警站马路的辛苦……
都在诉说这个行业的另一面。“严格
执法”的纪律约束下，一些民警面对
一些不文明的执法对象成了“委屈
哥”。压力大、节假日无法休息不说，
民警工作随时都可能面临危险。据
统计，全国公安机关约有超过170万
名警察，年均441名民警因公牺牲。

反观这些年违法违纪的警察，
与上面说的兢兢业业工作的基层民
警不同，他们大多是领导干部，手中
掌握大大小小的权力，有能够进行
权钱交易的资本，即便如此，这些人
在整个公安民警队伍中也只是极少
数，可谓“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如果因为个别人出了事，就将矛头
对准了整个公安民警队伍，显失公
平。正如武汉民警在微博中所说，

“抵制公款吃喝，但要公私分明，民
警也是人，有基本权利。”

武汉民警“欢迎暗访”、叫板媒
体的做法虽然有些冲动，但也是在
用他们的方式向社会公众表达他们
的某些委屈。“娃娃鱼”暗访事件发
展到吃盒饭民警集体“晒辛苦”，告
诫我们，无论任何时候，无论是哪个
行业和领域，权力的监督和约束应
该科学、严谨，精细，不能任性，管理
者“一刀切”的做法总是简单、省事
的，然而这样做的后果是，不仅无法
让人心服口服，也让权力约束背离
了它本来的意义。

□司马童

在上海崇明法院举行的农民
工工资款集中发放仪式中，120余
名农民工领到了被拖欠一年的90

万元工钱，他们终于可以开开心
心地回家过年了。值得注意的是，
在法院执行局帮助追讨这笔欠款
的背后还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欠钱的老赖竟然还是一个城市的

“诚信形象大使”。（2月1日《新闻
晨报》）

“诚信大使”成了老赖，这首
先是失信者自身罔顾企业形象、
不珍惜羽毛。然而，“诚信形象大
使”等等的荣誉，毕竟不是老赖们
能自封的，相关部门授予了这些
牌牌匾匾之后，理应强化监督制
约和及时去伪，力求诚信的“保
真”与过硬。否则，难免有网友要
发出嘲讽之评。

“诚信”有假，“大使”坑人，这
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荣誉老赖”
若是见得多了，人们自然还会以
另类的视角，“理解”某些货不对
板的“诚信大使”——— 钱都拿去买
荣誉称号了，没钱发工资就很正

常了。但如此一来，贬值的荣誉和
诚信，怕是越发会慢慢发酵成社
会的一种悲观情绪，并产生更大
范围的失望成见。

从目前来看，即便曝出了“诚
信的老赖”，且不说当初授予“诚
信荣誉”的有关方面并没多少压
力，作为老赖自身，或许仍然也可

“代表”照当、“大使”续扮。这就说
明，提升公众信任，夯实社会诚
信，不只是需要名目繁多的荣誉
评选，更该有一种承担“誉责”的
维信和树信机制。

“诚信的老赖”是一种讽刺，
但更是一种亟待引起真正重视和
着力化解的信誉信任之伤。商品
尚有保质期，“诚信大使”等荣
誉称号，岂能一发了之便不管
不顾？可以说，某些部门在荣誉
评选上重发牌轻洗牌的“甩手
掌柜”现象，既是民心民意缺席
诚信建设的薄弱环节，更在一
定程度上助长了失信“榜样”的
见利忘义、投机求名。所以，“荣誉
有风险，砸牌更丢脸”，应成为普
遍共识，并有切实可行的落实举
措。

□张枫逸

信用卡个人信息“只花5毛钱
就能在网上买到”一事经媒体报
道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相关负责人接受
记者专访时回应：公民可通过

“12377”举报电话等多种方式维
权。（2月1日《今晚报》）

仅花费5毛钱，就能买到包括
姓名、电话、地址、工作单位、开户
行等完整个人信息的一条信用卡
开户数据。媒体的报道，再度引发
社会对于居民信息泄露现象的关
注和担忧。对此，相关部门负责人
及时出面回应公众关切，在介绍
有关部门为促进网络个人信息保
护所做工作的同时，详细指导消
费者维权，值得肯定。

在现实语境中，多种维权方
式看似可以自由选择，但维权道
路却并不平坦。无论是要求网络
服务提供者删除、向相关部门投
诉举报，还是通过法律手段维权，
都会面临举证难、“追鸡杀牛”等
共性难题。在个人信息泄露事件
中，公众作为受害者处于绝对的
弱势地位。即使眼睁睁看着网上
自己的信息铺天盖地，本人也不

堪各种推销、诈骗电话的骚扰，却
并不知道这些个人信息是从哪个
机构、通过什么渠道泄露的。纵然
对某家银行、某个网站心存怀疑，
但囿于信息不对称，往往难以有
充分的证据举证维权。

同时，惩罚机制缺失，使得信
息泄露维权呈现出“高成本、低收
益”的不对称。目前各级法院在审
理个人信息泄露诉讼时，大都以
侵犯个人隐私权要求当事方停止
侵害，消除影响，而受害者付出了
巨大的诉讼成本，也只是赢得官
司，很难获得损害赔偿。

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有关
部门依法监管和民众个人主动维
权，二者缺一不可。监管部门教公
众维权是必要的，但不能仰仗个
体维权，坐等投诉举报。一方面，
有关部门应主动出击，及时发现
非法收集、泄露、出售个人信息行
为，加大打击力度。同时，引入公
益诉讼，由各级消费者组织代表
公众进行维权，从而改变博弈双
方力量不对等的格局，打消一些
商家店大欺客的侥幸心理。

油价的暴涨或暴跌都是一把
“双刃剑”，对当下中国经济有利亦有
弊。那种因油价持续下跌而窃喜、好
像白捡到什么“便宜”的心态要不得。

一方面，油价大幅下跌，的确可
以让中国经济受益颇多。从行业观
察，物流运输、航空化工等部分“喝
油”大户，都会因原材料价格降低而
获利，老百姓的“钱袋子”也会由于
吃穿用玩成本降低而显得更鼓了。
前几天，我国成品油价格迎来新定
价机制后的“十三连跌”，光是私家
车主们，每月就能省下不少油钱。

另一方面，油价持续向下，并不
完全是好事，一些所谓的“便宜”也
非唾手可得。如果应对不当，油价持
续下跌还会对产业结构调整起到迟

滞作用，一些本该淘汰的高耗能企
业会因油价等成本降低而“苟延残
喘”、丧失转型动力，同时对电动汽
车、太阳能等新能源关联产业产生
挤出效应，研发的积极性也会受挫。

辩证看待油价暴跌对经济影响
的双重性，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坚
持结构调整方向不动摇，防止因价
格暂时下跌对节能减排松劲。油价
涨涨跌跌是市场的一般规律使然，
不可能一直跌不停。在低潮的时候
布未来的局，研发替代石油的新能
源，增强战略石油储备，加快海外石
油资产收购和合作开发，推进能源
消费和供给革命，看似不智，实则为
谋长远发展的关键之棋。（摘自《经
济日报》，马志刚）

评论员观察

油价暴跌利弊不能简单看

“诚信大使”成老赖砸了谁的招牌

靠个体维权堵不上公众信息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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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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