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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小心“不摆鲜花”成另一种形式主义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目前，各地两会正陆续
召开。从媒体报道看，今年的
两会较往年有了很多直观的
变化，以前常见的花团锦簇
不再是烘托气氛的必需，“不
摆鲜花、不挂条幅”反而成了
各地普遍的要求。

各地会风显著变化，既
得益于民意的推动，也与上
级尤其是中央领导的带动有
很大关系。近来，从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到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都推动了清新的会风，会
议现场鲜花没了，与会者发
言短了，会议开得更务实了。
这些变化践行了中央政治局
的八项规定，也受到了舆论
的赞扬。在这个背景下，各地
在会风上出现变化也是自然
而然。

开简朴的会不仅节省经
费，更是对形式主义的强力
纠正。这些年，一些地方和
部门的形式主义已经让群
众深感头疼。不少官员热衷
于开会的排场，会场无论季
节寒暑都要鲜花怒放，出行

无论是否交通高峰都要一
路绿灯。种种形式主义都是
官员放松自我和权力不受
约束的具体体现。这些形式
主义的作风像一堵墙，隔断
了官员和群众的联系，使得
官员不能深入群众，群众无
法 信 任 官 员 。因 为 彼 此 隔
膜，一些事关民生的会议虽
然在会场里开得很热闹，在
会场外却不能起到真正的实
效。

现在改进会风就是要拆
除横亘于官民之间的这堵
墙，让会议开得求真务实。撤
下鲜花和条幅只是一个手

段，并不是最终目的。在特殊
的场合，鲜花和条幅仍然是
需要的。如果一些地方的改
进只停留于表面，而不能由
表及里层层深入，群众就有
理由认为这只是做“表面文
章”。对很多地方和部门来
说，做表面上的改变并不难，
上行下效而已，上级怎么做，
下级只需依样画葫芦。曾经
普遍存在的模仿已经让很多
人习以为常，比如一些官员
走红地毯一直走到河道工地
上，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而
现在各地相继撤除会场的鲜
花，攀比会场的简朴和会期

的精短，也许只是换个版本
继续模仿。

模仿往往不需要动脑
筋，亦步亦趋地跟进就行了，
它不会与时俱进，也不会因
地制宜。不经思考的模仿自
然不会触动观念的改变，最
终形式主义还是形式主义，
只不过是换了另一种形式。
日前，兰考7名被收养孤儿死
于火灾，当地官方的情况通
报里就充斥着“高度重视”、

“重要批示”、“亲赴现场”等
陈词滥调，这其实已是根植
灵魂深处的形式主义，即便
换到四面素墙的会场，这样

的语言也会不自觉地流露出
来。

各地两会改会风其实有
很多文章可做，议程设置如
何才能更开放、更透明，与会
发言怎样避免假、大、空，会
上决议会后如何落实，这都
需要各地结合自身实际积极
主动求变。要做好这些文章，
远比布置一个简朴的会场复
杂得多，这就需要地方官员
从观念上破除形式主义，不
要把破除形式主义简单地理
解为撤下鲜花和条幅，否则
就有可能落入新的形式主义
窠臼。

撤下鲜花和条幅只是一个手段，并不是最终目的。如果一些地方的改进只停留于表面，而不能由表及里
层层深入，群众就有理由认为这只是做“表面文章”。

□肖华

1月8日，人社部部长
尹蔚民称，中央机关新录
取的公务员中，60%左右
来自工人、农民家庭，再加
上教师、医生、工程师等家
庭出身的，来自普通家庭
的约占90%。他表示，虽然
近年来社会上对公务员考
试热有很多议论，但没有
人质疑这项制度的公正
性，公务员凡录必考体现
了社会的公平正义。(1月8

日新华网)

听了人社部部长的介
绍，还是挺让人高兴的。毕
竟，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
也能考上炙手可热的公务

员岗位，对其他同样家庭
背景的孩子有很大的激励
作用。但即使这样，60%以
上新录公务员没有背景也
不能说明公务员考试就一
定是公平公正的，就像如
果某个岗位招收的公务员
并不是来自普通家庭的孩
子，那是不是就可以说招
考一定不公平呢？一个人
没有背景不是错，同样的，
有背景也不是错。家庭背
景和公务员考试是否公平
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用有没有背景来证明
公务员考试的公平正义，
实际上是在另一种意义上
强化背景意识。一个人无
法选择出身，我们无法也

不应该把有背景的人挡在
公考的大门外，关键还是
看这些人有没有靠背景、
利用背景。所以说，公务
员 考试，其公平和正义
并不在于其新招录的公
务员中有多少人是没有
背景的，而在于有没有人
靠背景考上公务员。如果
没有，那么其新招录的公
务员中即使来自普通家
庭的孩子 比 例 再 低 些 ，
恐怕也不会有人说这不
公平和不正义。

说到底，公务员考试
是为社会选拔优秀人才，只
要他德才兼备，有能力，那
么就应该给他一个舞台，而
不用问他有没有背景。

菜价上涨不能只怪天气

有背景不可怕，怕的是靠背景

谁抢走了

流浪者的御寒衣物

1月6日，“随手街头救助”
志愿者发给北京街头流浪人
员的御寒衣物被“不明身份”
人员“抢走”。据被抢夺的老大
爷称：抢夺御寒衣物的，是当
地街道综治办和城管。

真希望事实真相是与城
管无关，因为谁都不愿意相信
一些地方的社会管理者会沦
落到如此不堪甚至无耻的境
地，罔顾人性的底线和起码的
伦理。

抢夺流浪人员的御寒衣
物，不仅仅是侵占他们的财
物，更是剥夺他们生存的机
会。是谁抢夺了流浪者的御寒

衣物？“不明身份”人员的真实
身份是什么？应该彻查，并追
究法律责任。无论是抛弃人性
的个体，还是披着权力护甲的
社会管理者，都不该成为法外
之人，应该为非法抢夺的恶劣
行径付出代价。(据《重庆时
报》，作者：时言平)

鸵鸟式反腐让

“房妹”大片高调上演

“房妹”事件是近期最具
戏剧性的公共事件，剧情可谓
层层递进，高潮迭起，其间之
波谲云诡，恐非寻常剧作家所
能写就。

在此前对于翟振锋腐败
案的处理中，当地有关方面涉
嫌采取把头埋在沙子里从而

顾头不顾尾的“鸵鸟战术”。受
这种“鸵鸟战术”反腐的羽翼之
保护，翟某并非孤例。一些腐败
分子被查处之后，“认定”的贪
腐数额与真实数额存在较大差
距，只查处公众举报的浮出水
面的腐败行为(未举报的腐败
行为听之任之)，用拖延战术保
住饭碗，或者即便判刑了也早
早给保出来任其逍遥，暗暗保
留其财政供给等现象，在一些
地方查办腐败案件的过程中，
不同程度地存在。如此这般，既
是对党纪国法的不尊重，也是
对民意的玩弄，对于腐败行为
当然难以儆效尤。(据《中国青
年报》，作者：采桑子)

封二

□张贵峰

针对此前发生的民办
收养所火灾事故，河南兰
考县已经启动问责机制，
目前已有包括兰考县民政
局局长在内的6名责任人
被停职检查。（本报今日
A05版）

在迁延多日后，兰考
县终于启动问责机制，这
当然是一个值得欢迎的重
要进展。但同时，恐怕也要
看到，目前这一进展，实际
上仍然只是一个相当初
级、“起步”性质的进展，就
全面彻底的问责而言，一
切都只能说是刚刚开始。

首先，严格来说，“停

职”并不是什么正式的处
理措施，它不仅不属于纪
律处分，更远远没有涉及
刑事问责。再者，从目前公
布的这份6人名单来看，问
责的级别、范围也明显不
够到位。一方面，问责官员
的级别太低，最大的“官”
也仅是“科级”的县民政局
长和城关镇镇长，6名“比
芝麻还小的官”岂能担7条
生命之重？另一方面，问责
官员的范围也显得很狭
窄，涉及的主要是民政领
域官员，没有涵盖其他行
政领域应该对此事负责的
官员。

围绕兰考大火现已披
露出的事实来看，当地相

关官员被追究的不应只是
党纪政纪责任，有的已经
涉嫌渎职犯罪。按照两高
的最新司法解释，“造成死
亡 1 人”即构成“重大损
失”，“造成3人死亡”即构
成“情节特别严重”。这意
味着，对于一共造成7人死
亡的兰考大火，理当依法
按“情节特别严重”追究相
关官员的玩忽职守罪。另
外，被问责的官员也不应
仅仅是上述6名低级官员，
应该有更高层级的领导承
担责任。只有相关官员“一
个都不能少”地受到问责
追究，才能告慰那7条生
命，也才能杜绝类似的恶
性事故再度发生。

6名“芝麻官”岂能担7条生命之重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严雷

据农业部农产品批发
市场信息网监测显示，蔬
菜价格连续第十周上涨，
累计涨幅达55%。

造成本轮蔬菜价格持
续大幅上涨的具体原因有
很多，不过罪魁祸首还是
这持续不断的低温雨雪天
气。根据报道，2012年11月
下旬以来，全国平均气温
-3 . 8℃，为近28年最低；华
北平均气温-7 . 4℃，为近
42年最低。大范围的寒冷，
造成了蔬菜生长缓慢，采
收减少，而蔬菜需求具有
刚性特点，这就造成了菜

价一涨再涨。
天气寒冷具有偶然

性，并不会因此推动蔬菜
价格长期上涨。不利天气
因素消除后，伴随着蔬菜
供应量的上升，蔬菜价格
或会相应回落。但从政府
角度来看，却不能坐等天
气变好。蔬菜价格波动关
系到千家万户，对于低收
入群体来说影响更大。冬
菜往往具有反季节性，反
季节蔬菜具有生产复杂、
运输距离远、销售环节
多、涉及链条长等特点，
加上这些年劳动力成本
提高、城市扩张带来的菜
地面积减缩等，单独依靠

市场力量很难保障稳定
供给。

近年来，蔬菜、生猪等
生活消费品价格波动就像
挥之不去的小丑，时常以
夸张姿态跳出来进行滑稽
表演。面对这一轮的蔬菜
价格上涨，需要政府有关
部门有所作为，别再让“蒜
你狠”、“姜你军”、“豆你
玩”的闹剧重演。

>>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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