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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公交上下班
每月多赚一千

去年10月23日，山东省公
务用车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山
东省内各级党政机关的一般公
务用车都被取消。保留的公务
用车，仅限于必要的机要通信、
应急、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符
合规定的一线执法执勤岗位车
辆。此外，省属厅局正职主要负
责人和市、县(市、区)、乡(镇、
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可以保
留工作用车。

目前，山东省级党政机关
公车改革基本完成，17市取消
公车拍卖也在进行当中。省发
改委相关人士表示，我省事业
单位、国企公车改革也纳入了
计划。

作为正厅级政府机关的二
把手，李文正上交了公车，按照
级别，每月拿1560元车补，由于
他住的是老旧小区，没有停车
位，就放弃了开私家车的想法，
开始坐公交车上下班。

“坐了公交车发现真的很
方便，现在有公交车道，比开车
还要快，而且比自己开车要轻
松很多。”李文正说，家离着单
位大约有6站路，一般半个多
小时就能到。

有时候需要出门办事，李
文正在网上查好了线路，坐公
交车前去。碰到紧急的事情，李
文正就用打车软件打车过去。

如今过节回老家时，李文
正同样带着一家人去坐高铁，
到了以后用打车软件打车回
家。“现在我手机上至少有滴
滴、微步、神州等四五个打车或
者公交软件。”李文正算了一笔
账，每月花在交通上的费用不
超过500元，相当于他多拿了
1000多元的补贴。

不过，没有公车，李文正也
遇到一些不方便。有一次到了
下班高峰期，李文正需要紧急
参加一个会议，结果怎么也打
不到车，无奈之下，他只好求助
下属来接他。

开私家车去开会
因太破被拦了

比起李文正，另一位省直
机关副厅级干部周华就没那么
幸运。他的家在东部某宿舍楼，
离单位有二十多公里。公车取
消之后，周华由于不会开车，只
能坐公交上下班，但光花在路
上的时间就要将近两个小时。

“没有直达的车，需要倒一趟车
上班。”

这让50多岁的周华叫苦
不迭，不到6点，周华起床赶公
交车，到了下班的点，周华赶紧
下班去等车。有时候蹭女儿的
车从东部往市里赶，到了女儿
单位，再坐公交车到自己单位。

“不舍得打车，一趟下来就得好
几十元，车补都不够用。”

周华也想学车，可是眼看
着快退休了，又不想费这个劲，
就一直坐着公交车上下班。

而公车改革之后，50多岁
的干部学车，在副科级公务员
王平眼里并不稀罕。“在我们单
位就有一个副厅级干部，公车
取消以后，他跟另外一个省直
机关的副厅级干部一起学车，
一般都在周末，快考试那几天
就请假学。”

王平说，由于老同志学习
慢，有的科目二考了两次都没
通过，公车改革一年了，有的副
厅级干部前几天才刚去考了科
目三。“有的为了赶紧拿证，干
脆找了一对一私教学车。”

王平说，临近公车改革方
案出台时，很多干部就开始组
团买车。“比如在我们单位，除
了一个不会开车的，其他都买
了车。”周华说。

但是开私家车去开会，有
的领导干部还会遇到尴尬。济
南某县事业编人员王春说，前
两天有个级别挺高的济南某
区领导来我们这儿开会，但因
为开的是私家车，车看上去破
破烂烂的，在门口被年轻门卫
拦住了。“以前开公车往往会
有出入证、通行证等，不会有
这个问题。”

没了公车
下属觉得更公平

周华是一名副科级公务
员，每月车补拿600元，虽然比
领导少了将近一半，可周华觉
得很知足。“平时我们出门办事
有时也是开私家车，有了车补，
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车改之前，王平也曾将目
标定为努力工作，争取更进一

步，有一部专用的公车，在他
眼里曾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
象征，单位领导班子7位成员，
每人配一辆公车和一名司机。

王平算了一笔账，加油
费、保养费、司机工资加起来，
每位班子成员每年仅用车最少
要花五六万元。但是车改之后，
处级干部每月的车补为1000元
左右，全年只有一万多元。而相
比之下，普通公务人员得到了
实惠，“我们工作性质特殊，需
要外出办的公务比较少，科员
每月拿到的500元车补相当于
多一块补贴。”

周华觉得，更重要的是，公
车改革之后，对于他们来说，更
加公平了。“去省委省政府开
会，都需要坐公交车或自己打
车，好几个年轻的科员在公交
车上还遇到领导，这在以前是
没有过的。”周华说，从单位出
来看到单位的副厅级干部在用
滴滴打车，说起打车软件最近
的优惠活动，比年轻人都清楚。

“公车不再是特权的象征
了。”车改之后，王平感慨道。以
前领导出门都是车接车送，甚
至从前办公楼到后办公楼开
会，不到1000米的距离，也需
要动用公车，而我们办事的人
员，有时到了冬天，还得骑电动
车出去办事。“现在，领导跟我
们一样了。”

“过去由于达到一定级别
才能配备公车，使公车成为一
种等级观念的象征，现在公车
取消，使得公务员之间更加趋
于平等。”山东社科院法制研究
中心主任于向阳说。

而领导干部配备的专职
司机也解聘或者转岗。根据

《山东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总体方案》，要妥善安置司勤
人员。各级党政机关根据车
改后的实际需要，合理设置

司勤人员岗位。对未留用的
在册正式司勤人员，原则上
以内部消化为主，通过内部
转岗、开辟新的就业岗位、提
前离岗等措施妥善安置。对
其他未留用的司勤人员，要
做好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的
终止、解除工作，并依法进行
经济补偿，维护其合法权益。

李文正上交了他的公务用
车，他的司机也因为是临时聘
用人员被解雇。而周华单位的
两个在编司机，则是转到了其
他岗位，从事收发印务等工作。

怕被拍
一把手也交公车

根据《山东省公务用车制
度改革总体方案》，省属厅局正
职主要负责人和市、县 (市、
区)、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
责人可以保留工作用车。李峰
是济南市直机关一名科级干
部，他们单位的一把手就没有
保留公务用车，而是选择1690

元的车补。
“开着公务用车，随时在监

督之下，出去办事也不敢绕路
干其他事情，开自己的私家车
更自由。”当闲聊时李峰问领导
为什么不留公车，领导说。

那么会不会有领导干部既
拿车补，又滥用公车？目前李峰
的单位留下了一辆机要用车和
一辆应急用车以及几辆执法用
车。“机要用车主要用于送机密
文件，而应急用车是有突发事
件才会使用，一般不会有人使
用。”李峰说，而且现在使用公
车的程序非常复杂，去什么地
方、走什么路线、出发前和回来
后公里数分别是多少都要说
明。公车用了多少油，也要定期
公示。

有的单位公车还装了GPS
定位，去哪里都一目了然。“防
止了公车私用的发生。”

而周华觉得，十八大以
后，在人人都可以监督的氛围
下，使得他们不敢“公车私
用”。“比如开着公车接个孩
子、去医院看病、超市买东西，
人家随手一拍就发网上了，干
吗要冒这个险。”

于向阳说，公车改革从根
本上对党员干部的行为起到
了约束。“以前公车私用很平
常，时间久了就不会有人重
视，现在有了明确规定，就要
按规矩办，给党员干部划了一
条红线。”

于向阳说，杜绝“车轮上
的腐败”是从严治党的一个
方面。“通过公车改革，纠正
不正确的风气，使得党员干
部在严厉规矩的风气下，不
敢腐，从而不能腐，营造出廉
洁清正的风气。”

而周华觉得，公车改革以
后，机关单位的事务也在慢慢
发生着变化。“比如原来会议经
常安排在离单位很远的酒店，
现在更多在机关会议室召开；
需要人工送文件，现在用网络
的方式传电子版。”

周华说，一辆车的改革，背
后却是一连串的变化。

（应采访人要求，文中人物
均为化名）

转眼之间，《山东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和《山东省省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已出台一周年年，减少特
权、降低开支、惠及普通公务员……公车改革的利好难以一一列举，正因为如此，新政也博得了公众的喝彩。

一年的时间里，公务员的后公车时代适应得怎么样了？

五五十十多多岁岁厅厅级级干干部部组组团团去去学学车车

编者按

■后公车时代·没车之后

2日，早上不到7点，李文正就起床了，简单洗漱吃饭之后，他打开公交手机APP“微步”，看到公交车离家还有一站路，他迅速收拾起公文包，穿上大
衣，快步走到家门口的公交车站。

坐公交上班，李文正已经坚持整整一年了。去年10月23日，山东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全面启动，目前，山东省级党政机关公车改革基本完成，1024辆
省级公车卖了5600多万。与此同时，党员干部的行为，也在慢慢发生着变化。

今年端午节，阳信县检查组工作人员通过“天网工程”视频监控平台

查看有无违规使用公车情况。（资料片）

济南一单位公车封存之前，公务人员再跟昔日爱车合个影。（资料片）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A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