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吃里扒外”、“损公肥私”、“牟取
黑金”、“玩风较盛”……这些让人脸
红心惊的“狠话”都出自中央巡视组
近期的“巡视清单”。这些直指问题要
害的“狠话”不仅让被巡视者如芒在
背，也让公众为之一振，因为这些新
鲜的用语体现中央反腐决心。巡视敢
讲“狠话”，反腐必有霹雳手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已
经开展了五轮巡视，不仅实现了对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全覆盖，还加大了对
国有企业的巡视，实现了对中管国有
重要骨干企业的全覆盖。五轮巡视见
证了反腐工作的步步深入、不断落

实，从中央巡视组一针见血的反馈意
见中也不难看出反腐力度的升级。

巡视制度是写进党章的一项党内
监督制度，在十八以后这种监督得到
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成为“打虎拍
蝇”的利器。中央巡视组之所以能发挥
越来越大的作用，很重要的原因在于
工作抓得实，这从巡视反馈意见中可
见一斑。在通报神华集团的问题时，中
央巡视组直接指出“牟取黑金”、“链条
式腐败”、“利益输送黑洞”、“权力庇
佑”、“暴利工程”等问题。舆论曾经为
这些新表述感到惊奇，其实这都是针
对具体问题的形象归纳，使问题如实
呈现，而不是刻意在文字上求新。中央
巡视组对文化部的反馈意见中提到了

“干部玩风较盛”，如果换做以前常见
的提法或许可以用“作风不够扎实”等
一笔带过，“玩风过盛”用字不多，却能
生动地刻画一些干部在其位不谋其
事、追求个人享受的形象，使他们看了
之后脸红冒汗。同样，“吃里扒外”“损
公肥私”的严重性也不是轻描淡写的

“国有资产流失”能概括的，也为以后
的严肃问责埋下了伏笔。

这种直指问题毫不留情的用语
自十八大以来，已经屡屡见诸巡视组
的意见反馈，很多新表述也逐渐成为
其他场合的高频用语，比如架“天线”、
搞“勾兑”、能人腐败、小官巨腐等。中
央巡视组之所以不断地放出这些“狠
话”，一方面是发现的问题确实很严

重，形势严峻容不得文过饰非。另一方
面，讲“狠话”就是最明确的态度，真正
体现对腐败的零容忍。巡视本来就是
上级监督下级，如果对巡视发现的问
题都要委婉含蓄地讲，处处给人留面
子，巡视的威力和作用也就大打折扣。
事实证明，巡视组讲话犀利，被巡视者
更有压力，落实整改更容易见到效果。

从中央巡视组近几轮的反馈意
见中，有人看到了新，有人看到了
狠，其实最关键之处在于真和实。语
言是思想的外壳，巡视语言的诸多
新变化不仅仅是文风的变化，还体
现着作风和思维的改进。回味中央
巡视组的“狠话”，就不难理解中央
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

巡视讲“狠话”，反腐必有霹雳手段

□王建伟

62岁的济南市民俞先生，想要
继承八旬亡母生前购买的基金，却
被公证处告知需要出具外祖父母
的死亡证明。与俞先生面临相似公
证困境的人并不在少数。

按照公证机构的官方说法，
这是严格依法办事，但不少业内
人士指出，死亡亲属的坟墓的照
片或其生前单位的证明等，也可
以视为佐证。只不过，凭借佐证进
行公证风险较大，一旦公证出现
错误，公证机构和公证员本人都
可能承担直接的经济赔偿。

正因如此，公证机构会拒绝对
一些“情理之中”的事项进行公证，
并非真的办不了，而是更看重自我

保护。也就是说，真的有服务意识
的话，很多时候公证员是可以运用
自己的判断力开展公证业务的。只
可惜，越是强调回避风险，这种职
业判断力就越弱，形成恶性循环，
公证机构很容易变成盖章机构。

公证机构对客户“挑肥拣瘦”
是有底气的，那就是这个行业的垄
断性。目前一般都是一个区域内只
设一个公证处，很多相关机构也只
认特定公证处的章。也就是说，如
果能在公证机构从行政体制改为
事业体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让公
证业务从一种权力的延伸回归市
场化的服务，很多因为业务风险给
群众带来的不便，很可能就在公证
机构的相互竞争中得到化解。（作
者为本报机动新闻中心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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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变了未必就是淡了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巡视语言的诸多新变化不仅仅是文风的变化，还体现着作风和思维的改进。
回味中央巡视组的“狠话”，就不难理解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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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吴金彪

临近春节，很多人又发出了“年
味”变淡的感慨。一年又一年，算起
来，这样的说法已伴随我们多年。

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为
何“年味”反不如前？对于这个问题，
似乎见仁见智。有人说，老习俗越过
越少，没了过节的气氛；有人说，现
在人都忙着赚钱，生活节奏太快了。
这些话说得都有道理，但似乎又不
完全对。因为我们身边不少人既没
贴对联也没放鞭炮，照样过得“年
味”十足、乐在其中。

一年接一年，人在成长，社会也
在发生变化。以前吃穿用稀缺的年
代，一顿水饺、一件新衣服可能都让
人“激动”半天，如今物质生活好了，
人的期盼自然也有了很大不同。一

些人拿今天和昨天做对比，以此来
证明“年味”变淡，其实更多是在怀
念童年时光，如果让他时空轮回再
去重新感受旧时“年味”，估计他也
不乐意。

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些沿袭已
久的过年风俗也在发生变化，比如
走亲戚的时间提前了，比如燃放鞭
炮的少了。这些其实都是时代的印
记，没必要过分“担心”。“年味”形式
本就应该有变化，而且可以不断增
添新的内容。

说到底，“年味”更多是一种精
神层面的感受。形式和载体变化了
不要紧，只要团圆喜乐的气氛在就
好。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
同，但是只要有了团圆喜乐的气氛，
都可以过出属于自己的浓浓“年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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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无竞争，才会“挑肥拣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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