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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和领导人有关的东西都得考证吗

□本报评论员 金岭

1 月 2 8 日《 华 商 报 》报
道，近日，陕西省延川县一
名废品收购者发现了三张
粮站收购单上记录着当年
北京知青习近平的交粮情
况，更引起当地文史部门的
关注，县志办说将对票据详
细考证。

此类票据若是真实的，
确实难得一见，民间热衷此

类收藏很正常。但在我们这
种特定的文化土壤上，当地
政府部门如果介入此事，很
容易滋生变相的“唯上”之
风，虽然这并非考证者的本
意。

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
事实告诉我们，只要有合适
的机缘，社会生活中的某种
积习就有可能以各种各样的
方式表现出来。比如有的地
方，把高层领导人视察时站
立过的地方竖上石碑，或者
把用过的物品留存展示，就
是某种积习的表现。类似方

式固然能表达对领导人的敬
重，但在客观上助长“唯上”
之风，甚至助长盲目的权力
崇拜之风，无形中使干群关
系被拉远了。我很担心，由于
延川当地官方介入要对票据
进行考证，这会不会使事情
往下延伸，产生意想不到的
示范效应，再引出当地民间
意外的反应。也许有人会说，
类似做法在西方也有，但同
样的事情，在不同的文化土
壤和政治文化背景下，产生
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是不能
用同样的标准看待的，因此

不能简单类比。
如果滋生出“唯上”之

风，那将有违新一届领导集
体倡导的新风，也和民众的
期待相距甚远。新一届中央
领导集体上任以来，出台了
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
众的八项规定，不仅如此，中
央高层领导还带头公开了家
庭情况，显示出领导集体正
以身体力行的方式，为端正
党风政风率先垂范。八项规
定的精神实质就是贴近民
众，永远保持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永远做普通民众

的一员。对此应该全面深刻
地理解，一边口颂八项规定，
一边复制过去的习惯，这不
符合新领导集体改进作风的
本意。

通过对一张票据的重
视，表达对领导人的敬重之
情，这可以理解，但这未必是
表达敬重的最好方式。我们
表达对领导人的敬重，最好
的方式，莫过于在内心深入
建立起对宪法和法律的信
仰，莫过于忠实地贯彻执行
国家的大政方针，莫过于把
尽可能多的精力用到为民众

服务上来，莫过于踏踏实实
为困难群众多办几件实事，
莫过于扎实地做好自己手中
的工作，等等，这才是对领导
人最好的尊重，才最能让领
导人感到欣慰。

我们的一切文化价值，
都应该把大众的需求放在第
一位，永远尊重大众的基本
感情，这应该成为我们精神
价值的起点。考证一张票据
虽然不是多么大的事，但在
复杂的大众文化土壤里，很
可能会引发某种不健康的联
想，这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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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观

□王志萍

在广东省政协第十一
届一次会议六天的会期中，
新当选的政协委员周星驰
仅参会半天时间。(1月28日

《南京日报》)

其实，“星爷”无暇参会
早在人们的意料之中。早先

就有赵本山、张艺谋、巩俐等
影视体育明星因“工作忙”多
次缺席全国两会的“教训”。
问题在于当舆论和民众早有
一片反对声，提醒有关部门
当心“星爷”可能靠不住时，
决策者仍然一意孤行，并信
誓旦旦地出面保证：周星驰
符合政协委员的要求，有资

格当选。政协委员要的不仅
是“资格”，靠不住终究靠不
住。这回，“星爷”以其六天会
期仅参会半天的行动，验证
了舆论及民众的提醒，不知
有关部门作何感想。

明星缺席会议，连花瓶
也谈不上，其错并非全在明
星，有关部门难辞其咎。因

此，推荐部门或者决策者，
不管你是不是“好这一口”，
都必须明白，政协委员与人
大代表都肩负着参政议政
的神圣职责，两会不是民间
组织，更不是社交平台，如
果以自己的嗜好决定人选，
或者把指标当礼物送，两会
也就不成其为两会了。

□秦淮川

浙江慈溪市纪委常委
杨智峰对媒体表示，官员财
产网上公示将是未来的方
向，推行官员财产的彻底公
示，也要考虑社会接受度的
问题，他承认目前收入差距
较大，会顾虑官员财产网上
彻底公示后，引起社会反

弹，带来不稳定。(1月28日
《潇湘晨报》)

彻底公开官员财产会
引发社会反弹，带来不稳
定，绝非虚言。但是，不能因
为可能引起社会反弹，带来
不稳定，就拒绝彻底的财产
公开。拒绝彻底公开财产，只
会带来更大的反弹和不稳
定，原因很简单，丑媳妇总

有见公婆的那一天，官员财
产公开总有实现的那一天，
如果不早一点彻底公开，一
些贪官聚敛的财富累积起来
会更惊人。还有一种可能是，
当民众的合理合法诉求长久
得不到满足，必然因此生怨，
岂非更不稳定？长痛不如短
痛，更大范围的不稳定不如
小范围的不稳定。更何况，早

一天彻底公开官员财产，就
相当于反腐多了一柄利器，
既能顺应民意，又能挤压贪
官的生存空间，可谓多赢。

说白了，以可能引起社
会反弹和不稳定为由，不彻
底推行官员财产公开，与其
说这是忧患、慎重之举，不
如说暗含了反对彻底公开
官员财产的保守逻辑。

财产公示不彻底才更影响稳定

“星爷”无暇参会，不意外

“驻京办”何以成公款吃喝“特区”
□张枫逸

日前，记者暗访甘肃、
福建等十余家省级驻京办
餐厅，大多均被告知，至少
三日内餐厅的包间和宴会
厅都已预订一空。据调查，
驻京办餐厅部分公务接待
抽真龙喝茅台。( 1月 2 8日

《新京报》)

眼下，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各部门都厉行勤俭节

约，超标准豪华接待成为众
矢之的，为何“驻京办”却成
为公款吃喝“特区”？原因大
致有二：首先，驻京办名气
小，不易惹人注目，于是一
些单位为了避风头，特意把
公务接待、年会宴请等改到
这里，享受低调的奢华。其
次，更重要的是，驻京办直
属派出地政府领导，却又是
在异地开展工作，无形中形
成了“管得着的够不着，够

得着的管不着”，这样的管
理盲区恰恰成就了其自以
为傲的私密性和安全性。

设立驻京办，旨在“加
强与中央部门和北京市的
联系，减少出差来京人员，
节省人力、物力、财力”，然
而，从前些年河南两地市驻
京办被曝耗资66万元购买
假茅台酒，到如今驻京办成
为公务接待的避风港，这种
奢华腐败之风显然背离了

设立驻京办的初衷。节俭风
不度“驻京办”，也折射出驻
京办管理上的漏洞。当前，
亟待改变过去“谁派出、谁
监管”的做法，实行派出地
和北京市双重管理，明确责
任分工，加强沟通协调，防
止奢华接待下的驻京办沦
为新的“蛀京办”。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针对“舌尖上的浪费”，近
日媒体做了大量报道，相对于
家庭聚餐的节省，公款吃喝或
者公务接待中的“剩宴”现象
更让大家关注。28日，商务部
和国家旅游局发起了一场主
题为“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
张浪费”的活动。人们叫好的
同时也不禁思考，为何三令五
申之下，公款吃喝仍旧大行其
道？倡导节俭的风气过后，公
款吃喝之风会不会卷土重来？

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教
训的。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
就包括“反浪费”的要求，这些
年来中央也多次出台规定，严
禁公款吃喝。就在去年年底，中
央出台了“八项规定”、“六项禁
令”，对此作了强调。但事实上，
仍有一些部门在“顶风作案”，
只是转向了更隐蔽的形式。近
期有记者调查发现，公款吃喝
学会了“隐姓埋名”，酒楼帮宴
请单位隐瞒身份；也有些公务
宴请转到了相对封闭的内部
餐厅或驻京办。官场新风尚在
劲吹，一些官员大肆吃喝之心
却丝毫没有收敛，与其说这是
胆大妄为，不如说他们已陷入
公款吃喝中不能自拔。三令五
申之下尚且如此，一旦倡导节
俭的活动被渐渐淡忘，情况可
能会更严重。

公款吃喝之所以屡禁不
止，是因为它有存在的土壤。
目前，包括公款吃喝在内的

“三公”消费并不透明，普通老

百姓无法了解其中的内幕，监
督就更说不上了。另外，过去
很多关于严禁公款吃喝的规
定也多是倡导性的，缺乏实质
约束力，某个阶段查得严些，
公款吃喝会有所收敛，一阵风
过后，就“死灰复燃”了。更何
况，中国人很多时候走上饭桌
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拉关
系，尤其是公款吃喝，酒桌下
藏着的更多是权钱交易、权权
交易。在这种“礼尚往来”的氛
围里，酒店的规格、酒席的标
准都有讲究，甚至养活了一大
批老百姓吃不起的高档酒店。
只要这个利益链条还在，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势必
遭到各种变相抵制，公款吃喝
就很难被真正遏制。

对公款“剩宴”的治理并
非朝夕之功，改变奢华浪费的
习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
方方面面的努力。公开“三公”
消费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却
是不可缺少的，政府财政预算
细化公开了，消费的时候也就
不敢妄为。同时，还可以引入社
会力量的监督，比如，鼓励人们
利用网络这样的新手段，将亲
眼目睹的“剩宴”、高档酒店门
口停放的公车曝光，为纪检部
门提供线索。对于公众“图文并
茂”的质疑，相关部门也不能置
之不理或是敷衍搪塞，而是要
谨慎调查、公布处理结果。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把权力装进笼子”，治理公款
吃喝也需要这样的笼子。只有
从制度上限制政府部门过多
的自由裁量权，斩断权钱交
易、权权交易的利益链条，才
能从根本上杜绝公款“剩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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