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人

B072010年11月13日 星期六
编辑：沙元森 组版：马秀霞

深读·评论

收钱的腐败与花钱的监督言论
观察

□冯炜（山东大学教授）

过去的一周，有两件不大不小的事
情很值得关注，都关系到公权力的监督
问题，县委书记受贿1575次，其中缺乏
有效的监督，这肯定是没有异议的；对
花钱雇人监督警察，则是有弹有赞。

县委书记受贿1575次

据报道，河南封丘县原县委书记李
荫奎在2002年中秋至2009年春节的7年
时间，先后1575次非法收受各乡镇党委
书记、乡镇长、县直局长共142人给予的
人民币1276万元、8000欧元、8000美元。
此事披露后，舆论再次哗然。

对此，《扬子晚报》以《“七年受贿
1575次”刨出反腐难几病根》为题从受
贿次数、涉及人数出发论证了反腐难的
几大病根：发现难、突围难、监督难、取
证难、惩戒难、教育难等。
《中国青年报》11月11日的青年话

题以《1575次，“小步快跑”让贪官李荫
奎长期无忧》为题，指出：“‘小步快跑’7
年之久，折射出时下基层的权钱交易已
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局面。如果听任基层
官场上权钱交易的潜规则成为见惯不
怪的行为，那治理腐败就很可能成为一

句空话。”
而《华西都市报》11月11日的评论

文章《“受贿1575次”如何炼成的》则既
指出了时间和形成的原因，同时也提供
了对策。文章提到：“很多官员刚收受贿
赂时，金额往往达不到这个数额，一方
面积少成多，另一方面也促使其贪婪心
越来越强烈。以‘零容忍’对待受贿，才
能产生真正威慑力，才能彻底打消收受
贿赂时的侥幸心理。否则，受贿1575次
的‘纪录’今后恐怕仍会被打破。”

对于如何根治腐败，《重庆商报》11
月11日刊发评论《如何防止县委书记腐
败高发》提出：“只有官员财产申报制迅
速跟进，并实现温家宝总理所说‘创造
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
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
在阳光下运行’，才是预防县委书记腐
败高发的根本。”

花钱雇人监督警察

据《河南商报》11月9日报道，今年
上半年，湖北安陆市公安局在全国率先
引进“第三方监督”机制，出资8万元请
调查公司对全体民警执法办案、管理服
务及工作态度等进行监督。

该新闻一出，立刻引来诸多媒体关

注，负面声音较为普遍。11月10日《燕赵
晚报》刊发评论文章《花钱雇人监督不
如发动群众监督》指出此举“初衷虽好，
效果也佳，却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
政府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其工作，应当
以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答应
不答应为重要检验机制。第三方监督的
权利，应该属于人民群众，而不应是某
个被雇用的公司。”
《新快报》11月10日则以一篇《警察

花钱买监督，奢侈的幽默》指出了此举
存在的另一个问题：“调查公司，以公民
监督权谋利，在法律上面临不可回避的
困境。商业力量，居然可以肆无忌惮，介
入警察履职各个环节，这已然不是合理
行使权利那么简单！在安陆，此举之所
以能施行，本质上是由于管理者绑架了
民警私权。”

但也有媒体指出湖北此举有其价
值所在。《中国青年报》11月10日青年话
题刊发了王毅的《不是所有监督都是
秀》，文中提到：“因为有了防不胜防的
监督力量存在，就必然会迫使当地警方
的工作人员，时刻端正自己为公众服务
的态度，也会使那些混日子或是有腐败
迹象的警察有所顾忌。显然，这正是安
陆市公安局聘请第三方公司予以监督
的最重要的原因。”

排队死

日前，在河南南阳，一名患者排队
等待时猝死在该市第一人民医院，家属
质疑检查项目过多。在不少大医院，一
个门诊医生一天接诊百人次早已是常
态。对患者来说，为了找专家看病，排队
数小时是家常便饭，更有人从早晨4点
就来排队，到了傍晚才能见到专家。

患者在排队中猝死，事后虽证明了
医生对病情的预判错误，但深层原因是
医疗资源分布的严重失衡。存在于医疗
体制中的隐患如果不除，类似南阳的事
件很难根除。

绿化菜

2010年11月，琼海市人民路博鳌路
口往北路段做了绿化带规划。不过，绿
化带里种植的并不是花草树木，而是各
种蔬菜。附近住户表示，现在菜价这么
高，种点菜还可以自给自足，既省钱又
实惠。

把公共绿化带用来种私家的菜，公
共资源私用于理不合。但“绿化带种菜”
透露出的是公众对于通胀的焦虑。控制
和抵御通胀其实更需责任到位，更需有
所担当和作为，而不能寄希望于“绿地
种菜”式的民间智慧。

青领

“青领”特指农民工，中国的农民工
过着青色生活，因此用“青领”统称他
们。青，介于蓝黄之间。蓝色代表劳动性
质，黄色代表不曾彻底离开的土地。至
于白色，则是距离他们十分遥远的梦。
“青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

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他们从身份上是
农民，职业上是工人；家住在农村，人生
活在城市。然而，事实上农民工正以自
身的实践，改变了或正在改变着自己的
生活、自己的生命轨迹以及社会流动的
潜规则。 执笔：高扩

热词

吴英：亿万富姐检举贪官

吴英，这位 80后亿万
富姐，曾因为特大集资案
而轰动海外。她的案子历
经争议，至今3年半多仍未
了。自 2 0 0 7年 2月吴英被
刑拘后，就曾检举多名官
员。2009年12月一审被判
死刑后，吴英又提交材料
检举多人，以求立功免死。
吴英究竟检举了多少官
员？至今未有官方说法。吴
英上诉迄今已 10个月，二

审迟迟未开庭。辩护律师
表示，吴英成功检举贪官
属立功表现，二审量刑时
应予考虑，或可免于一死。
吴英应该是个人才，但是
她的成功是建立在利用错
误的规则基础上，因此其
构建的庞大帝国也就轰然
倒塌。现在，她检举多人，
也算是自我救赎，假如，她
能有机会重新做人，希望
她能有一个合法的成功。

袁宏平：相亲路上被绑入黑窑

袁宏平，江苏句容市天
王镇黄土塘自然村村民。12
年前远赴云南相亲，不料在
成都火车站失踪，一直音讯
全无。前日忽然传来消息，
袁宏平回来了。原来他当年
被人绑架至云南深山的黑
窑场卖力，多次逃跑被抓
回，最后因为无力再干重

活，才被赶出窑场。看到这
种亲人之间久违的相逢，不
知是该喜还是该忧。有关黑
窑奴的诸多事件早已成了
旧闻，但是这样的旧闻又时
不时地被翻新。面对邪恶和
丑陋，无能为力才是最大的
悲哀。

执笔：吴华伟

张会全：卖红薯被城管打耳光

中牟县郑庵镇贾庄村76
岁的张会全和老伴赶着毛驴
车在郑州卖菜，遭遇城管执
法，一男子摔毛驴车上的红
薯和胡萝卜，张会全老人极
力阻止时被打耳光。打人者
随即坐上执法车跑掉。卖炭
翁不过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的

人物，而这个卖红薯的老人
却真切地领教了“叫嚣乎东
西，隳突乎南北”的官家威
风。郑州城管的耳光不仅打
在老人的脸上，也抽打在政
府的脸上，这种侮辱菜农尊
严的粗暴执法，践踏了社会
文明，也损害了政府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