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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有话枣说

说咱枣庄的事儿，拉咱枣庄的理儿

“公报”，让百姓看到政府越来越透明
葛 石平

日前，有一则报道很是引
人关注：《枣庄市人民政府公
报》正式创刊，并于近日开通
了网络版，定期向社会发布市
政信息。市民今后鼠标一点，
可在网上查阅政府公文。笔者

“按图索骥”上网查询了一下，
果如其说，看到了平常看不到
又渴望知晓的一些文件。那一
刻，笔者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与
政府距离如此之近。

政府公报的创刊并开通
网络版，实际上还是政务进一
步公开的举措，也是满足公民

对政府信息知情权的又一保
障，同时还是打造公开透明政
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在今天看来，
这将是他老人家的一大错
误。在相当多的政府官员的
眼里，信息披露是他们的权
力，而不是义务。有的官员把
信息公开当作是对百姓的恩
赐，从而出现了很多由信息
封锁造成的暗箱操作等不正
常现象，老百姓对此有看法
却没办法。

信息不对称，特别是政
府垄断信息，已经成为侵犯
公民知情权的最大弊病。随
着透明政府工程的不断推
进，“知情权”这个词也越来
越频繁地进入我们的视野。
知情权是所有权力和权利的
基础。当家作主，首先要知
情。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这样
的：民主政府的权力来源于
人民，应该对人民负责，在实
践中，政府的各项制度及信
息应该保持透明。

数百年来，西方学者曾

梦想把政府变成“玻璃缸里
的金鱼”，清澈透明。尽管这
一想法过于理想，但是确实
有其现实的道理。世界银行
在评价政府透明性的作用
时，是这样认为的：透明增加
了市场信息的有效性和精确
性，降低了交易成本，有助于
减少腐败，有助于增加公民
参与决策的机会，从而提高
了决策的民主合法性。

建设透明政府是历史使
然，也是政治文明的重要体
现。在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我

们再也没有理由将公众信息
变成某些政府职能部门的

“私货”乃至搞权力寻租。
“正义不但要得以实

现，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
现。”建设透明政府已成为
历史潮流，公报的创刊是新
一届党委政府不断推进政
务公开的气度，正是顺应了
历史的潮流。透明政府是主
动说话的政府。《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草案)》中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要高度重视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把人民群众普遍
关心和涉及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的问题作为政府信息
公开的重点内容，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和监督权。

执政为民，一定要提高信
息的社会共享程度。在有限责
任政府治理下的良性社会，
一定是一个公共信息资源
充分共享的社会。在未来，
将进一步公开信息，让权力
在阳光下运行，这是我们政
府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假证办理的背后是什么？
葛 月风

不知道自从什么时候开始，
“办证”这个词出现在国内的大街
小巷中，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
毕业证，用专业办证人员的话来
说，只有想不到的证，没有办不了
的证。

抛开法律层面不说的话，办
证本身是一种商业的行为，它之
所以会出现并迅速发展起来，是
因为有着这样的市场需求，工作
需要毕业证、学位证，孩子落户口
需要出生证、上学需要房产证，人
们的生活与各种证紧密地结合在
一起。甚至有些时候，人们需要这
些证件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有着
各种各样的证件需要的话，办证
这一行业也不会如此壮大，人们
是要按规定办理各种证件就可以
了，可另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
有时候得到一个证件，很难。不说
别的，仅就房产证而言，目前枣庄
就有许许多多自己买了房子后几
年甚至十几年都拿不到房产证的
人，而另一方面银行贷款、孩子落
户、孩子上学等等方面又需要房
产证，在这种时候办理一个假证

就成为了巨大的诱惑。当然，那些
办假证为了违法犯罪目的的人，
不值得同情。

办证的发展，除了社会需求
和办真证难以外，还有一个重要
的原因，那就是在某些情况下，这
些假证能够起到和真证一样的作
用，甚至有些假证根本就是真的，
比如一些高校的毕业证。这一点

很重要，如果办理出来的假证根
本用不了的话，也就不会有人去
办理了。近期在《齐鲁晚报》报道
的一篇有关抓获办假证人员的报
道中，警察说了这么一句话“各种
国家证件如房产证、户口本均可
造假”，我想这句话包含了两个含
义，一是现在假证办得很真，许多
时候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分辨。还

有一种含义就是有些时候，假证
可以取得和真证一样的效用。

假证办理人员，只是这一个
行业中的一个中间环节，要解决
这一问题仅仅抓捕他们是不够，
还需要我们去追溯源头，并摸着
藤枝找到下游的使用点，只有这
些都解了决，“办证”这一词语才
会慢慢消失。

莫在良田上盖房了
葛 侯敬方

近年国家控制土地相当严格，
城市控制土地成效显著。每当笔者
在老家的农村里走一走看一看，都
是会感到土地在不断地减少，几乎
没有人去过问和制止。心里不免替
后人担忧。

笔者在各个村子闲转与老农们
聊天后得知，村民的土地是三十年不
变，并且是“宅田合一”的捆绑式政
策，三十年的定心丸，吃的不错，随着
时代的发展进步，也出现了另类棘手
的问题无法们解决。三十年后孩子长
大结婚，哪里还有地方盖房？于是不
得不在自家土地、菜园里盖房，所以
农村到处是房子，特别是挨近公路侧
的土地，都被想法设法的盖了房。这
样一来土地越来越少。村干部也是心
知肚明，有些甚至是带头在自家田地
里盖房，或是出租给外人经商，从中
赚取外快，可是一笔不少的收入。

农村的土地如此无人问津下去，
如何能不减少？凡是盖完房子的土
地，即使以后农村土地改造，想恢复
耕地恐怕难上加难了。再说了，农村
里独生子女还是极少的，盖房在扩
展，已经成为了事实。笔者没有也不
可能去全国的农村去调查，因此也不
敢妄下结论，但如若像老家的周边农
村那样，长此以往下去，土地不减少
才怪。

占地盖房这种只顾小家不顾大
家的小农思想如若蔓延，后果不堪设
想，但愿有关土地部门能够深入基
层，细致调查，毕竟土地不会再造再
生，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

各有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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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童的坚持”值得家长深思
葛 孙世华

从营销秀第一天开始，14岁
的付星就是独自领报、分报和卖
报，并且卖得报纸一天比一天多，
卖报期间也被拒绝了很多次，但
是这个14岁小女孩带着特有的恬
静独自穿梭在烈日下，坚持卖完
最后一份报纸……

看过《坚持卖完最后一份报》
(《齐鲁晚报》7月26日报道)，笔者顿
时感慨万千，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过去，人们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
家”，现在看来，此话的确不假。小
付星之所以能够做到胜不骄气不
馁，一个核心原因在于“我三岁就
跟着爸爸妈妈去赶集，现在放学
回家也是自己做饭”。由此，她不
但养成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而
且还锻炼了意志，陶冶了情操。

假期既是孩子们放松身心的
天真乐园，同时也是他们走上社

会的必然通道。在这个环节当中，
提高和培养孩子自理能力与社会
实践能力，就显得十分突出。所
以，每到假期，很多家长和教育部
门总是焦头烂额，不知所措。管少
了不是，管多了也不是，结果经常
陷入两难境地。

俗话说：一份耕耘，一份收
获。从小付星的卖报经历我们
还要看到：温室长不出参天大

树，“护犊子”培养不出栋梁之
材。假如大家都明白这一点，
放开手脚，大胆让孩子们去体
验艰辛，流泪流汗，做自己该
做的事，负自己该负的责，那
么 ，在 今 后 的 整 个 人 生 过 程
中，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收
获到成功和快乐。面对这么好
的 锻 炼 机 会 ，家 长 何 乐 而 不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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