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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瓮安“县委大楼遗迹”是反思的起点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四年前，在贵州瓮安，一
名女中学生意外溺水死亡引
发了打、砸、抢、烧恶性群体
事件，当地县委大楼毁于烈
火。如今，瓮安县城已是“脱
胎换骨、沧桑巨变”，被毁的

“县委大楼遗迹”却得到保
留，瓮安为此还调整了开发
规划，建立了“警示教育馆”。

原来的县委大楼被烧成
残垣断壁，矗立在县城中心，
外人看来似乎有碍观瞻，但

是瓮安不以此为丑，反而刻
意保留，让当地官员随时看
到这触目惊心的场景。这展
示的不只是一种勇气，更有
深刻的反思。从某种意义上
讲，这座“遗迹”对当地的价
值并不亚于一处流光溢彩的
广场。

“瓮安事件”是典型的群
体事件，却不是绝无仅有的，
在此之后，一些地方也发生
过类似事件，但是能像瓮安
这样亮出“伤疤”的却很罕
见。其他地方通常的做法不
外乎淡化或者粉饰，发展往
往被描述得一帆风顺，看上
去成绩总是巨大的，问题却

忽略不计。
“瓮安事件”之所以成为

典型的群体事件，不见得是
因为打砸抢最严重，而是它
更多地暴露了社会转型中的
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地方政
府片面看重发展速度，忽视
民生，在处理涉及群众利益
的问题时态度简单粗暴，一
旦矛盾集中爆发，又以群众

“不明真相”来掩盖。其中有
些问题确实是发展中出现的
失衡，可以通过发展战略的
调整逐渐扭转，但也不能否
认一些地方的基层官员严重
脱离群众，作风涣散甚至腐
败，加剧了一些群众的心理

失衡。在瓮安暴露的问题，在
其他地方不一定没有，只是
还在酝酿或者被简单地压制
下去了。无论是在经济欠发
达的地区，还是在经济相对
发达的地区，当今的中国正
在整体上发生着深刻的变
革，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
的发展，经济社会结构也会
发生剧烈变动，各种问题和
矛盾也随之显现。如何在高
速发展中保持稳定，考验着
各地官员，现在多数地方政
府已经认识到以共享改革成
果来保障社会稳定，也有个
别地方不能完全摆脱高压维
稳的窠臼，遇到问题总是先

想到捂盖子，长此以往民怨
得不到纾解，民生得不到改
善。瓮安事件之后，不少地方
已为这种僵化的思维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

虽然类似事件在其他地
方时有重演，而瓮安却能痛
定思痛，去寻找解决问题的
根本途径，殊为难得。他们
不 仅 保 留 了“ 县 委 大 楼 遗
迹”，还积极弥补民生欠账，
并提出了“三议三公开”的
具体改进，在决策中吸取群
众意见。一个偏远省份的县
域政治中能有这样的突破，
其他地方没有理由不借鉴或
改进。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不

仅需要高屋建瓴的“顶层设
计”，也需要瓮安这样结合本
地实际的“基层设计”，三十
多年的改革开放也证明了这
一点。

当然，瓮安的经验还需
要用制度加以固化，否则，当
触目惊心的“县委大楼遗迹”
逐渐被官员习以为常时，它
所产生的警示效应必将衰
减，又或者现任主政官员将
来离开瓮安，也有可能出现
人去事非的反复。所以，只有
一个“县委大楼遗迹”还不足
以唤醒所有人的忧患意识，
在这个起点上还需要更大的
进步。

虽然类似事件在其他地方时有重演，而瓮安却能痛定思痛，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殊为难得。这展示的不只是一一种勇气，更有深刻的

反思。当然，瓮安的经验还需要用制度加以固化，否则，当触目惊心的“县委大楼遗迹”逐渐被官员习以为常时，它所所产生的警示效应必将衰减。

“表兄弟”开微博

叫座不叫好

湖北麻城市委书记杨
遥实名注册了新浪微博，发
布声明，除了回应课桌事
件，杨书记还就网友质疑其
戴名表进行了澄清，称那只
是一块浪琴版电子石英表。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人称“表
哥”的陕西安监局长杨达
才。官员开微博之举值得赞
赏，但仅仅把微博当作一个

“危机公关”套路是不行的。
网友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
表态，而是真相和行动。

(摘自《晶报》社论)

“当官做老爷”

为何办不好慈善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常
务副会长赵白鸽坦言，“当
官做老爷很难把红十字会
的工作做好。”相信未来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官”“民”
共存仍是慈善事业不变的
格局，即便如此，这样的努
力还是必要的：逐步淡化慈
善机构的行政色彩，如取消
行政级别，让他们没有机会

“当官做老爷”。与此同时，
进行慈善平权，促进“官”

“民”平等，双方开展竞争与
合作。(摘自《广州日报》，作
者：练洪洋)

应急教育

亟待补上

我国每年急救知识普
及人群约1000多万，应急教
育普及率仅为 1%，与发达
国家50%的平均普及率相
差甚远。应急教育本身也有
一个体系，涉及人们在社会
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危
险，以教会人们在危急时刻
逃生避险之法。习得了这种
避险逃生技能，也许一生中
未必会遇到，那是他的幸运；
没有习得这种技能，哪怕只
遇到一次，则不仅是个人的
不幸，更是社会的悲哀。(摘
自《京华时报》，作者：吴乔)

“副厅级乒乓球赛”

花了谁的钱？

9月 8日，广西领导干
部夫妻乒乓球邀请赛在崇
左市天等县举行。邀请赛至
今已举办两届，要求参赛夫
妻双方有一方为在职或离
退休的副厅级以上领导干
部。比赛费用是谁买单？如
果确由公款支出，那么地方
政府有必要向公众解释清
楚，否则，一项专门为促进
地方领导干部夫妻志趣相
投感情交流而举办的赛事，
岂非是荒谬至极。(摘自《新
京报》，作者：舒圣祥）

事件观

□秦淮川

光明牛奶再次出现质量
问题。9月8日，多位上海的订
户发现，送到家中的光明牛
奶出现酸腐异味。对此，9日
下午光明乳业表示，此事已
全部处理好，共收到投诉952

起。(9月10日《新京报》)

日前，光明乳业总裁郭
本恒抱怨，去年国家抽查光
明乳业4553次，折算下来是
抽查了几十万个指标，没有
一个不合格，今年上半年已

经抽查了2600多次。话音还
未远去，光明乳业又陷质量
门，这是响亮的耳光，也是辛
辣的讽刺，更准确地说，这是
消费者的悲剧，因为最受伤
的其实是广大消费者。

光明乳业屡现质量问
题，是双重拷问。其一，这是
对监管部门的拷问。最近几
起质量门，没有一起是监管
部门发现的，而是消费者发
现的。日前，上海市质监局副
局长沈伟民回应光明乳业总
裁“抽检抽死人”的说法时透

露，今年以来，上海市质监系
统共对光明乳业抽检630余
次。抽检了600多次为何依然
没能发现问题？

其二，这是对企业内部
管理的拷问。企业应该以质
量为生命，而光明乳业短时
间内屡屡出现问题，一定说
明内部监督机制失灵。以此
次质量门为例，光明乳业回
应称，初步分析原因是该批
次产品从工厂下线后集中存
放于大冷库，为满足当天早
上送奶上门服务，配送前进

行移库的过程中，车辆温度
没达到标准导致部分产品发
生酸败。姑且认为此说属实，
试想，如果真的质量至上，怎
会容忍车辆温度不达标？

光明乳业已经就质量问
题道歉，仅有道歉显然不能
画上句号。需要追问的是，
光明乳业屡屡出现问题，
为何依然安然无恙？如果
不让问题企业付出沉重代
价，他们怎会真正尊重消费
者，把质量放在最重要的位
置？

□殷国安

近日，浙江金华发布公
告称，该市因人事变动等原
因，对领导分工进行了调整。
而原先负责城建等方面工作
的副市长朱福林无分工。(9

月10日《都市快报》)

政府领导成员调整分
工，把政府领导的分工公之
于众，这都属于正常。但是，
一个原来负责城建的副市长
虽然大名在列，却没有分工，
这就不正常了。人们会问，是

这位副市长病了，还是已经
被双规了？总而言之，你总不
能说副市长就是在市政府挂
个名，白拿纳税人的工资吧？
如果实际情况不告诉公众，
必然引发公众猜想。

果然，比这则新闻早几
天刊出了另一则新闻，“浙江
金华副市长朱福林疑被双
规”。据《东方早报》报道，朱
福林已于8月下旬被浙江省
纪委带走接受调查，不过，浙
江省纪委尚未证实。

如果传言不假，这说明

副市长无分工的原因就是他
被双规了。既然被双规，当然
无法履职，分工只能空白。而
他的副市长并未免掉或撤
掉，所以名字还在那里。尴尬
就是这样形成的。

于是，又一个问题摆在
我们面前：为什么不能公开
副市长被双规的信息？

对于一个官员被双规该
不该及时公开，并无明确的
规定。过去拒绝公开官员双
规有一种理由，双规只是调
查问题，如果公开了最后没

有问题，会造成很大的负面
影响。其实，现在的实际情况
是，凡是宣布双规，都已经进
行了充分的调查，基本上肯
定可以立案了。而且，就是将
来查清没有问题，也可以再
公开信息，名誉自然恢复了。

我以为，官员被双规的
信息应该及时向社会公布，
而那种拒绝公布的习惯做法
应该纠正。试想，由人民选举
产生的市长被双规了，授予
权力的人民还无权知道，这
太荒唐了。

“副市长无分工”需要答案

再陷质量门，光明抽了谁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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