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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手册”可以有，制度涵养更重要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做人要有人品，为官要
有官德。这个道理浅显易懂，
原本不需要耳提面命。广州
市却于23日推出了一本《公
务员职业道德手册》，以7万
字的篇幅详解公务员的职业
道德，“禁止公款私用、公车
私用”的内容也列入其中。虽
然广州市领导对该书的发行
极为重视，但这本从政指南

似的手册能否起到药到病除
的效果，还有很大的疑问。

毋庸置疑的是，广州市
的这本职业道德手册有其现
实指向。近期，一些官员的道
德失范已经让公众瞠目结
舌。区委常委对空姐动粗，城
管分局政委坐拥22处房产，
仅这些在广州刚爆出的新闻
就足以令广州市有关部门感
到汗颜。当社会面临“道德滑
坡”的危机时，曾有不少舆论
对官员寄予厚望，希望这个
群体以实际行动为民众做榜
样。而现实是，个别官员的骄
奢淫逸和低级趣味反而在一

点点地瓦解整个社会的道德
基础。在对公众进行道德教
育的同时，也确有必要给公
务员补上一课。

道德自律有助于官员廉
政勤政，却不是后者的充分
条件。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是

“软约束”，做到了固然好，做
不到也不承担外来的强制力。
目前，公务员群体中出现的很
多问题，已经超出了道德层
面，比如“公款私用、公车私
用”绝不只是道德与否的问
题，更是违法违纪的问题。对
于这些问题，法律制度有明文
规定，大是大非不容含糊。如

果只做简单的道德判断，无论
说辞有多么高调，都可能导
致法治的退步。

大力进行官德教育，显
然是为了把公务员群体塑
造成引领社会风气的道德
精英，只是道德规范注定不
能解决规范无效的问题。所
谓“贵君子之有道，入暗室
而不欺”，君子入“暗室”确
实能显现道德的力量，但如
果是“小人”或者“伪君子”
进入，道德也无可奈何。在
监督不能覆盖的地方，道德
规范是软弱无力的。那些腐
化堕落的官员，未必不清楚

自己的不道德，只是因为监
督无力，仅靠自律很难扛得
住各种唾手可得的诱惑。如
何规范国家公务人员的行
为，我们在制度上有明确的
目标，那就是无所不在的监
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群
众监督、舆论监督正是穿透

“暗室”的阳光，处于各种监
督之下的公务员无论内心
是否认同道德的规范，都必
须依法行政、按章办事，否则
就要为之付出相应的代价。
以制度监督涵养公务员的职
业道德，使之养成良好的习
惯，也比书面的泛泛之谈更

见实效。
事实上，民众对官员没

有提出高不可攀的道德要
求，强求每个公务员都成为
道德上的楷模也不现实。尽
管广州市以 1 5个主题词涵
盖了官德的方方面面，但仔
细推敲起来，很多内容也只
是基本的公民教育。仅靠这
本只告诉“怎么做”的册子，
满足不了公众对公务员群
体的期待。唯有加强制度监
督，宣扬法治精神，才能让
公务员明白“做不到”的后
果，自觉地遵守职业行为规
范。

目前，公务员群体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已经超出了道德层面，比如“公款私用、公车私用”绝不只是道德与否的问题，，更是违法违纪的问题。对

于这些问题，法律制度有明文规定，大是大非不容含糊。如果只做简单的道德判断，无论说辞有多么高调，都可能导致致法治的退步。

□本报评论员 王昱

一汽大众公司今年要
给员工发相当于5 5个月基
本工资的年终奖，此事一经
爆出迅速在网上炸开了锅。
虽然2 4日公司辟谣说此消
息不属实，但《第一财经日
报》在同一篇报道中又称，
该公司确实在去年年底一
次性给了员工2 7个月工资
的奖励，今年可能会涨到36

个月。
类似事情已经不是第一

次爆出了，不过这一次与以

往不同的是，虽然不少网友
表达了羡慕之情，可表示“嫉
妒、恨”的却很少。

究其原因，其实脱不开
“按劳分配”四个字。一汽大
众所处的是充分竞争的行
业，也早已不是什么暴利行
业。就在一汽盘算着年终奖
发多少的时候，他们很多同
行愁的却是如何扭亏为盈，
一些日系车合资工厂甚至
决定下半年工人减薪40%。
作为从事制造业的企业，一
汽大众实现高额盈利，除借
了一点部分国人抵制日系

车和汽车业在中国发展迅
猛的东风，主要还是得益于
自身的经营有道和对质量
的高标准要求。只要利润是
正当的，企业把它拿出来分
给自己的员工就不仅天经
地义，而且值得鼓励，因为
这才是真正的按劳分配。一
天三班倒，节假日无休地工
作，多拿一点年终奖，难道
不应该吗？

网友们“羡慕”一汽大众
年终奖事件，恰恰反证了老
百姓之所以“嫉妒、恨”某些
垄断行业给员工大量发钱，

不是“仇富心理”作祟，而是
公众对分配不公现象的不
满。据统计，中国行业间最高
与最低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
4 . 2：1，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
平的1 . 5：1。大家对一汽员工
领取高额奖金只有“羡慕”没
有“恨”，说明只有在真正的
市场上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利
润才配得上高额回报与尊
敬。

一汽高额奖金，只有“羡慕”没有“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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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中国主流，不应“当局者迷”

中国真是在快速进步
的国家吗？或者它已经烂得
不可救药，只呆在某一个时
间点上“崩溃”？一进入互联
网，这样的疑问和争论便扑
面而来，给人一种印象，我
们的社会在一些最基本问
题上陷入认识的混乱。

这些究竟是零散社会
情绪的无意识聚合，还是社
会某种政治动向不断成长
的过程？它代表了媒体和舆
论应有作用的逐渐归位，还
是与中国现实体制最终无
法兼容的异常发展？这些在
今天的中国大概很难有定

论。或许今天一些事物的性
质，取决于它未来发展的方
向和结果。

我们寄希望于社会转
型期的舆论困惑虽是尖锐
的，但这种尖锐只是阶段性
和一时的。无序的分歧和争
论最终会营造出社会新的
适应性以及更大的思想容
量。中国的进步是外部世界
普遍感知并且承认的事实，
虽然当局者迷，但既然地球
是自转的都能被人类发现，
看清中国在前进总不该是
更难的事吧！

(摘自《环球时报》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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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卫生法重在平衡三项权利

在人民论坛杂志所做
的问卷调查中，65 . 8%的受
调查者认为当前官本位现
象十分严重；68 . 5%的受调
查者择业时优先选择“党政
机关公务员”。

当一个社会一切决定
于官、一切听命于官、一切
为了做官，“官”成为支配社
会生活的核心要素时，必然
会严重阻碍我国政治、社会
的进一步发展，“加剧政治
腐败”、“危害党的执政基
础”、“损害干群关系”。

有专家表示，中国官本
位思想之所以依然存在，很
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我们
的制度包袱沉重。只有从制
度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
革入手，才能真正破解官本
位难题。

有专家建议，防止和根
治官本位意识的一个重要
途径就是要不断调整和优
化官员与其他职业之间的
利益分配机制，从利益分配
层面引导社会形成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官民一致、以
民为本的理念。

有专家指出，实行“官
位”开放，进行公开选拔、公
开竞选，使“民”可以考官、
罢官，从体制层面真正把

“官帽”、“官运”交给人民群
众，就必然会从民畏官变为
官畏民，从“官本位”变为

“官本分”。
党的十八大将开启新

的征程。终结官本位，回归
民本位，不仅是民众的期
盼，也是时代的要求。

(摘编自《人民论坛》杂志)

终结官本位，回归民本位

□浦江潮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近日第三次
审议精神卫生法草案。对于

“强行收治”等争议多年的焦
点议题，三审稿保留了一审
稿、二审稿所作出的突破，规
定精神病人住院治疗实行自
愿原则，病人是否患有精神
障碍、是否需要住院治疗，应
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严格依条
件和程序作出判定。(10月24

日《新京报》)

从去年精神卫生法草案
征求社会意见，到全国人大
常委会三度审议草案，社会
都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了防止

“被精神病”上。草案确立的

精神病人自愿住院原则赢得
好评如潮，而怎样防止“被自
愿”又成为议论的焦点。

但是要看到，防止“被精
神病”只是该部法律规制的
问题之一，如果说精神卫生
法首先是一部权利保障法，
那么除了保障正常人免予

“被精神病”的权利，还至少
要保障如下两项权利：一是
正常人不受精神病人侵犯的
权利，二是精神病人获得救
治的权利。这三种权利都很
重要，都需要保护，然而我们
很遗憾地发现，它们并不是
统一的，在很多时候反而是
相互矛盾的。

譬如，为防止“被精神
病”，有必要确立自愿住院原

则，但“自愿”意味着一些精
神病人可以逃避入院治疗，
重症精神病患者甚至无法表
达真实意愿。这样，难免有
一些精神病人生活在人们
身边，并有可能对他人造成
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所造
成的社会恐慌则会加剧人
们对精神病人的歧视。同
时，精神病人不入院治疗，
自然无法获得良好的救治
服务，其人身安全、人格尊
严得不到保障。反过来说，
如果为了保护正常人的权
利而强行收治精神病人，则
不仅可能造成对精神病人
权利的侵犯，而且可能导致
人们担心的“被精神病”问
题——— 众所周知，“强行收

治”正是“被精神病”的一大
祸根。

这是左右为难的选择。
精神卫生法为何“难产”26

年之久，为何立法草案一再
被修改，一个重要原因即在
这里。在某种意义上，立法
就是一种平衡权利的艺术，
如何平衡上述三项相互矛
盾的权利，极大地考验着立
法者的智慧。对于立法者来
说，应该对立法草案精雕细
琢，努力做到最好。对于公
众来说，不仅应关注“被精
神病”问题，还应把上述三
项权利都考虑进去。如此，
我们也许才能更充分、更全
面地了解这部法律的本意和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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