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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

温州苍南县灵龙公路收费站，近
日被网友戏称为“史上最臃肿收费
站”。因为这个小小的政府还贷二级
公路收费站，竟然有职工113人，其中
事业编制68人，还向其他企业借用了
45人。一个收费站真的需要有这么多
职工吗？于是，有网友猜测，大概这些
职工中有许多是领导家属，挂个名领
工资吧。

按说这不算多大的事，再说，类
似的事现今可以说是遍于国中，只不
过这个更为典型一些罢了，这条消息
之所以在网上引起热议，是因为它触
到了人们内心对社会公平的那种焦
虑。

市场化改革，本来应该给我们每
个人带来相对均等的机会，但不幸的
是，少数人独享红利，多数人分担成
本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并不鲜见。这
条消息引发网民的热议，正是因为它
在人们对社会公平的焦虑之上，又浇
了一层油。没有权力背景可资利用的
平民百姓们，找不到工作或失了业只
能自谋生路，上街摆个小摊维持生计
还得提心吊胆，农民失去了土地，只
能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或较低的社会
保障维持生活，但那些有权力等社会
资源可以利用的人，却可以成为现有
体制的寄生者，个别权势家庭的“二
代”们，甚至还可以升官发财。“史上
最臃肿收费站”告诉我们，在一些地
方，我们社会的资源，正越来越按照

权力的位次来分配，这是对市场化改
革的反动，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嘲
讽。

如今常有人说，转型社会是个风
险社会，而现在正处在矛盾的多发
期，其实风险也好，矛盾也好，到底是
怎么产生的，还得就事论事地分析，

稀里糊涂地全都装到社会转型期这
个筐子里，是为权力和资本利用社会
转型扩张自己的利益打掩护。比如这
个给我们带来不公平感的“史上最臃
肿收费站”，就是一个依托权力资源
形成的小利益集团，与其说这也是社
会转型期产生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些
人凭权力资本在社会转型期浑水摸
鱼，把个人或小团体在市场化改革中
面临的风险转嫁给现有体制，在达到
寄生的目的之后，一旦利益受损，再
反咬一口，要挟这个体制，比如收费
站里一些早先被塞进来的人，在收费
站减少之后，正在等着政府安排。当
我们多数人都不得不面对社会转型
的风险时，那些有权力背景的人却可
以规避风险，这种矛盾本身就是我们
社会面临的一大风险！

其实，在这个社会转型的时代
里，只要全体社会成员能风雨同舟，

能共担风险，那就没有什么风险，就
是有了不得不面对的风险，也可以凝
心聚力，共同应对。我们面临的最大
风险，莫过于让普通百姓承担社会转
型带来的风险，而少数人却能跳上

“史上最臃肿收费站”这样的救生船，

逍遥自在地看别人在水里挣扎。

《人民日报》10月 27日发
表署名郑青原的评论文章《沿
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
进政治体制改革——— 三论牢
牢抓住历史机遇、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回应公众在十七届
五中全会前后对于政治体制
改革的关切。

文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的发展成果，为人类政治

发展和政治文明提供了重要经
验。那种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

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看法
既有悖于客观规律，也不符合客
观事实。

文章还指出，坚持正确政治
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
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党和人
民在深刻总结长期实践正反两
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中国的历
史和现实环境中确立起来的，是
我们党和人民尊重国情、尊重历
史的正确选择。我们推进政治体
制改革，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

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

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
一套。

□刘洪波

四川省简阳市原市长段成

武，因违法批地被调离岗位。一周

后即获任命，担任简阳所属地级

市资阳市的财政局局长。

段成武因违反程序批售土地

6000亩被追责。按照规定，受调离

岗位处理的官员一年内不得提

拔。段成武被免去简阳市委副书

记，调离市长岗位，出任资阳市财

政局长，未见报道党内职务，行政

职务也非提拔。

这当然是一个巧妙的处理，

对规则的利用可以说达到了最大

化。不过，如果客观地看待这件事

情，资阳市对段成武的任用，也未

必不可谓“实事求是，不拘一格”。

官员被追责，有可能因为行政

上的失误，也有可能是因为个人行

为有亏。行贿受贿、买官卖官、贪污

挪用、包养二奶等等，属于个人行

为有亏，这类官员遭到处理，将难

以得到原谅，重返政坛。而纯粹的

行政失误，包括真正的失误以及官

场关系不协洽导致被弹劾，则起

起落落，在所多有。

在现代行政制度下，一个民

选官员是否能够东山再起，直接

决定于民意；一个非选举官员，受

到追责后是否再获任用，何时再

受任用，决定于任用者如何判断

政治影响，例如上级权力是否认

可，或者是否影响到民众今后的

投票行为等等。

在报道中可以了解到，段成

武受到追责，在于违规批售6000

亩土地。违规之处，是未经省政府

同意。而违规的动因，在于简阳市

大力推进三岔湖区域开发，以“向

死而生”的决心，推进与成都的一

体化，三岔湖开发包括在四川省

新五大精品旅游区之中。

这里，可以看到，国土资源部

门对土地的严格管理，与地方政

府谋求自身高速发展之间，有着

内在矛盾。违规批地在全国各地

普遍发生，简阳某种程度上可视

为一个缩影。按照“上级服从下

级”的原则，站住一个立场很容

易。但客观来说，涉及的恐怕是权

力在不同层级如何划分。毕竟，每

个地方的发展，主导因素在于地

方，主要责任在于地方，这就是为

什么改革之初，放权、分权等调整

上下级权力的措施不断推出。

被称为“新特区”的成渝城乡

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已是国家

战略。成都以及简阳、资阳等各级

各类城市，意图趁机而行，大干快

上，并非不可理解。段成武批售土

地违规受到追责，对简阳市的发

展未必不是创造机会。大干快上

在中国正是一种普遍的风习，谁

都怕慢了，谁都想更快，违规行为

处处可见。调离简阳，赴任资阳，

是否官官相护，当地是否民心大

忿，恐怕要再行调查。

人民网在报道段成武异地为

官时，认为段成武违法批地显示

简阳这样的城市依托大城市发展

面临的“征地与规划难题”，而且

只是这类难题中一个“稍显尴尬

的小插曲”。我想，这是恰当的认

识。一个地方怎样行事，有来自上

头的各种规定，但这些规定未必

没有问题，违规自然要追责，但地

方毕竟有着自求发展的根本动力。

唯一的问题是，地方应该有“实事

求是”的更大权变，但最大的决定

应该由地方民众作出，否则地方的

权变还真有可能变得蛮横，就像过

多的权力集中在顶头，容易使权力

变得僵化一样。

不能共担风险

是社会最大的风险
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风险，莫过于让普通百姓承担社会转型带来

的风险，而少数人却能跳上“史上最臃肿收费站”这样的救生船，逍遥

自在地看别人在水里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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