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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反对“舌尖上的浪费”，先管好公款消费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近日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

“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
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
风”，这个要求很快得到了公
众的响应，反对“舌尖上的浪
费”一时成为舆论热点。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在今天仍然具有
现实意义。正如媒体近期的
密集报道，中国式“剩宴”造
成的资源浪费已经触目惊
心，确实有必要在全社会重
树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观

念。但这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必须针对公款消费，如果眉
毛胡子一把抓，把私人消费
的浪费行为扯过来混为一
谈，反而有可能使公众误读
中央政策的初衷。

习近平这次在中纪委全
会上提出“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与之相近的背景是中央
政治局在去年出台的八项规
定，其中就提到“要厉行勤俭
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
关规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之所以一再强调勤俭，并
做出表率，显然是有针对性
的。目前，一些党员干部在生

活上追求骄奢淫逸，在公款
消费时铺张浪费，早已成为
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如果
说“舌尖上的浪费”是不文明
的，用公款买单的浪费已经
有违法违纪的嫌疑。

观察近期反对“舌尖上
的浪费”，可以看出，不少媒
体和群众对公款消费还存在
理解上的偏差。公款消费与
私人消费是两种不同性质的
消费行为。判断私人消费是
否浪费，主要看是否物尽其
用，如果是自己掏钱买单，即
便是要了山珍海味，吃不了
能打包带走，就不算浪费。而

判断公款消费是否浪费，首
先要看是否超了经费标准。
如果超了应有的标准，就算
是当场吃光喝尽仍然属于不
必要的浪费，必须被严厉追
责。日前，新华社记者在福建
省闽侯县采访时，亲眼看到
当地交通局安排的一场午宴

“剩下了不少菜，包括螃蟹、
白刀鱼等”。暴殄天物当然是
显而易见的浪费，但同时也
要看到，应该被谴责的不只
是“剩了不少菜”，更应该有

“最豪华的包厢”和天价菜
单，因为公务接待根本不需
要这么大的排场。

公款消费要勤俭节约，
这个要求已经提了很多年。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四
菜一汤”的公务接待标准，但
在一些地方迟迟得不到落实，
究其根源不能完全归咎于社
会风气，主要原因还在于公务
消费缺乏明细标准。不少地方
的公款消费弹性极大，基本是
丰俭由己，无章可循。这种放
任在事实上把一个可以通过
技术手段解决的行政问题，变
成了一个考验个人觉悟的道
德问题。如果每一次会议、接
待都有详细具体的经费标
准，并能通过官方网站和公

共媒体接受社会监督，在哪
吃、吃什么、汤菜怎么搭配就
不再是核心问题。

针对餐饮浪费现象，水
稻专家袁隆平在接受央视采
访时建议政府出台法规政
策，把浪费当成犯罪的行为
予以限制。以法规政策干涉
个人选择的自由，是否可行
或者有多大效果都值得商
榷，但以此遏制公款消费中
的铺张浪费，确是必不可少
的。唯有权力部门先以有效
制度管好自己的嘴，才能占
据道义的制高点，引领民众
自觉厉行勤俭节约。

不少地方的公款消费弹性极大，基本是丰俭由己，无章可循。这种放任在事实上把一个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的

行政问题，变成了一个考验个人觉悟的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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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亿元奖员工，也为企业形象增值

□本报评论员 崔滨

又到年底晒奖金的时
候，通信公司华为高达125亿
元的年终奖，牢牢擒获了舆
论的眼球。华为首席财务官
孟晚舟日前宣布将把华为去
年1 5 4亿元盈利中的1 2 5亿
元，作为年终奖发放给15万
名基层员工，平均到每位员
工能分8 . 33万元，而部分高
管今年年终奖为零。当全社
会都在关注增加居民收入、
弥合贫富差距之时，华为此
次主要面向基层员工发放年

终奖的行为，令人“眼红”，无
疑也为企业形象增值。

在年终发放巨额奖金的
公司并不在少数，尤其是那
些拥有行业垄断地位、日进
斗金的大型国企及金融行业，
在年终奖的分配上更是慷慨
异常，但在分配比例上，却往
往倾向于管理层尤其是高管。
比如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
2007年就以6000万元的天价年
薪震惊各界，而铁道部正在推
行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透露
出，铁路系统内部一些段长与
一般员工的收入相差十倍以

上。像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
能将其利润的81%拿出来与基
层员工分享，并不多见，其中
的意味也更为深远。

回顾华为的成长历程，
我们会发现这家仅以2万元
起步的公司，其成功的秘诀
之一就在于员工异乎寻常的
高强度工作。那些放在每个
程序员办公桌旁随时用来加
班的床垫，甚至让华为数位
年轻员工“过劳死”。如今，这
样一家以“床垫文化”、快节
奏工作驱动员工的企业，开
始把员工利益和待遇放在首

位，正如孟晚舟所说，华为发
展到如今的规模，必须让所
有员工都能分享企业成长的
红利，才能凝聚人心，才能形
成“把公司做大才有个人利
益做大”的价值观。

就在华为巨额年终奖让
很多人羡慕嫉妒恨的同时，
代工巨头富士康眼下却因员
工不满取消薪资上调和年终
奖发放，面临着从江西蔓延
至北京的罢工风潮。富士康
与华为在年终奖分配上截然
相反的遭遇，正在某种程度
上说明，以富士康为代表的

众多中国企业，过去30多年
的发展依靠的都是降低成
本、压缩支出的盈利模式，而
员工的付出和回报长期不相
匹配，这种日益扭曲的利益
分配方式，已经影响到了社
会的公平和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相比眼下很多国企高管
与员工收入差距过大，利润
分配重管理层、轻基层员工
的做法，华为此次主要让基
层员工分享企业利润的做
法，表现出了一个现代企业
的商业精神和社会责任。

当中国迈过人均GDP5000

美元关口，进入中等发达国家
水平时，民众追求社会公平正
义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提高
居民收入、弥合贫富差距、追
求共同富裕成为全社会最为
关切的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
提出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
正是对这一关切的回应。如何
让每一个勤奋劳动的普通人
都能在利益分配中获得公平
感，华为这种让基层员工分享
企业绝大多数利润的做法，也
许能给年终正在考虑薪资分
配方案的众多企业提供有益
的启示。

如何让每一个勤奋劳动的普通人都能在利益分配中获得公平感，华为这种让基层员工分享企业绝大多数利润的

做法，也许能给年终正在考虑薪资分配方案的众多企业提供有益的启示。

温州两会“封道”是积习引发积怨
□司马童

十八大以来，中央倡导
精简朴实、勤俭节约之风，会
议车队所行之处不封道、不扰
民，然而最近温州市却公然贴
出两会期间封道的通告。通告
称：1月17日20时至1月22日18

时，绣山路(府东路至府西路
段)除会议车辆外，禁止其他一
切车辆通行。

这一“封道”举动之所以
迅速成为舆论焦点，首先表
明公众对中央改进工作作
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
定”深表赞赏、一致拥护；其
次，就事论事地来看，“封道
通告”之所以引得热议纷纷，

倒更像是一种“积习引发积
怨”的民意表露和喷涌。

曾几何时，一些地方在举
行重大会议和活动期间，动辄
使出包括“封道”在内的限制
交通举措，可说是习以为常的

“配套服务”。然而，此一时彼
一时，正是这种难改的积习，
到了人人都是新闻源的“自媒
体”时代，便成为催化“积怨”
的由头，也就毫不稀奇了。

对管理部门来说，在重
大会议和活动举行期间，若想
做到既保障交通的正常秩序，
又能减少给市民出行带来的
不便，肯定需要付出更多的精
力。相比之下，如果借着“保障
两会”的堂皇理由，以“封道限

制”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当然是一种不露声色、有利自
身的“聪明选择”。可惜的是，

“积习”固然“高明”，而“积怨”
也在与日俱增——— 网民结合

“八项规定”叫板“封道定律”，
其实也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情。

值得欣慰的是，针对网
民的质疑，温州市公安局责
成交警部门抓紧研究改进交
通管理措施。这说明，“封道”
的该与不该，或者如何去

“封”，可能有待细细研究；而
受得了质疑、听得进民议，才
是公众的最大期待。

□刘晶瑶

有媒体报道，北京房产
市场出现神秘卖家，中介表
示其与公务员有“打断骨头
连着筋”的关系。急售这些

“政府资源房”的业主，行事
低调果断，价格上不做任何
让步，但他们卖房心切，随
身带着房本随时签合同。

楼市规律是买涨不买
跌，正当楼市一片飘红，本
应是买家捂盘惜售之际，却
出现一群卖房心切的房主，
这着实有些吊诡。吊诡的不
仅是卖房本身，还有这些人
的身份也让人看得疑窦丛
生。该报道称，这些急于卖
房 的 业 主 具 有 官 方 身
份———“灰色房产已成为官

员们的定时炸弹，抱在手里
怕炸了，挂牌卖怕被揭发，
嗅觉灵敏的官员们开始各
出奇招抛房转移财产！”然
而，看看其中引证的新闻来
源，却不禁令人怀疑这些文
字的真实性。首先，其中的
几个关键人物都是化名后
的房地产中介，宣称这些房
源是政府资源房的也是中
介网站。而且断言这些房产
与公务员“打断骨头连着
筋”的，居然也是“具有多年
经验不愿具名的房产经纪
人”。其次，一面说房主卖房
心切，另一方面却是价格丝
毫不让步，这种与市场基本
规律背离的现象，难免令人
怀疑这又是一场楼市炒作。

人们之所以对这一话

题如此关注，无非是“房叔”
“房姐”“房妹”之类的贪腐
行为被曝光，让人们意识到
房产日益成为反腐的重要
利器。如果上述报道并非中
介的噱头之语，那其背后隐
藏的腐败问题则必须受到
重视。如果房主的身份确实
是公务人员，试问这些巨额
财产从何而来？背后又有哪
些权钱交易、贪腐内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
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里。如何将权力关进笼
子，不妨从房产入手，究竟
有没有“政府资源房”在抛
售，究竟哪些公务员名下有
价值千万的豪宅，这些都应
当进行全面彻查。

但愿“公务员抛房”只是一场炒作

暗访变通知，实在是“高”

>>媒体视点

春节回谁家

是社会命题

在长春工作的一对“80

后”独生子女夫妻，因春节回
谁家争执不下，一气之下把婚
离了。“四二一”的家庭代际结
构，使独生子女家庭背负沉重
负担，“春节回谁家”只不过是
许多纠结中的一个而已，孤立
地看它是小事，系统地看，它

却代表着后辈对长辈在物质
与情感支持方面的许多无奈
与无力，因而可以认为，春节
回谁家，是一道社会命题。(据

《北京晨报》，作者：罗志华)

财产公开只差

“上级”要求

继“广州公开财产第一
官”范松青之后，广州市市长
陈建华也公开表态：“如果接

到通知要求，我会带头公示
财产。”当下，官员财产公开
就只差“临门一脚”了，由谁
来踢？从官员的众多表态中
就可以找到答案：需要“上
级”来踢，需要“上级”出台制
度来满足公众与官员之间的

“你情我愿”。有了“上级”要
求，财产公开才能从表态走
向执行，才能由个别官员主
动示范走向全面推广。(据

《南方日报》，作者：丁建庭)

23日，湖北省黄石市《东
楚晚报》的一条新闻吸引了
大家的目光。这条刊登在该报
第三版第二条位置的新闻，名
为《距国家暗访组来黄检查只
有98天……》，暗访的消息提
前三个多月曝光，变成了通
知，让网友大呼“这个暗访有
水平”。

暗访不暗，在各地都曾
不同程度地上演，并不新鲜。
不过，一般的应对暗访的提
前通知，还都局限于内部，声
响并不大；而《东楚晚报》的
暗访通知新闻，却是公开在
当地媒体上“扯着嗓子”大
喊，生怕大家不知道，胆量之
非凡，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暗访不暗，其实就是工
作作风浮夸、虚飘、“假大空”
的一种集中表现，更是习以
为常的形式主义的陋病。正
所谓你好我好大家好，谁也
不得罪，这种情况下，暗访难
免成为一场心照不宣的政绩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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