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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限查信息是对“房姐”们的有力庇护

□本报评论员 金岭

2012年下半年以来，“房
叔”“房妹”“房姐”等事件成
了一些官员的梦魇。近段时
间，一些地方出台规定开始
限制房屋信息查询，比如对
输入人名查询名下有多少套
房的“以人查房”方式作出专
门约束。

虽有种种冠冕堂皇的理
由，但这种限制的意图仍十
分明显，那就是要把官员房
产信息装进保险箱。这是权
力系统本能的自我保护，是

对外界监督的制度性抵抗，
是对“房姐”“房妹”“房叔”们
的有力庇护。让人深感忧虑
的是，以房产信息为突破口
的网络反腐会不会就此中
止？

一些地方以保护公民个
人信息的名义限制房产信息
查询，这突显出既得利益者
以自我为中心左右公共政策
的倾向，已经到了雕琢细节
的程度。比如江苏盐城市出
台的新办法，其限制查询的
理由之一，就是个人住房信
息的“不正常流出”，“引发了

部分市民对个人住房信息安
全的担忧”。这种说法实在是
经不起推敲。事实上，眼下大
家关注的主要是官员的房产
信息，准确地说，关注的是信
息背后可能存在的官员腐
败，并非针对普通市民，这其
实是官员财产不公开情况下
一种无奈的监督方式。对于
普通市民来说，房产信息的
泄露可能会带来某些麻烦，
但只要是合法收入取得的，
泄露了也不会产生什么实质
性危害。相反，如果确是非法
所得，泄露了又有什么不好

的呢？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为由限制查询，只是一个不
折不扣的低智商的借口。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国
外一般仅限于“以房查人”，

“以人查房”受到严格控制，
言外之意似乎是限查房产信
息是“和世界接轨”。这正是
被国人诟病已久的“选择性
接轨”，对自己有利的就接，
没利的就不接，这充分暴露
出既得利益者视公共利益如
无物的蛮横和傲慢。如果非
要接这个轨，那么国外的官
员财产公开经验已经十分成

熟，为什么这个轨不愿意尽快
接上呢？仅仅一个房产信息联
网比登天还难，至今没有什么
实质性进展。如今，房产信息
查询一限，等于把一个正在打
开的监督缺口给封堵了，这不
能不让人倍感失望。

严控房产信息确能保护
公民个人的信息，但此番一
些地方限查信息的主要驱动
力，无疑是以“房叔”等为突
破口的网络反腐给了一些人
危机感。在这一背景下，不同
的地方异口同声限查房产信
息，显示了既得利益者强大

的自我保护能力，舆论的反
对声再大，一时恐难撼动铁
幕一般的壁垒。在官员财产
尚不公开的当下，也许我们
只能徒唤奈何！

对官员房产信息，不但
不应该限制查询，反而应该
创造条件促进公开，甚至可
以作为官员财产公开的突破
口，这才符合人民对深化反
腐的期待。不顺应人民的期
待，而企图回到老路上寻求
安稳，长此以往，必将耗尽民
众对反腐的信心和对未来的
信心。

这是权力系统本能的自我保护，是对外界监督的制度性抵抗，是对“房姐”“房妹”“房叔”们
的有力庇护。让人深感忧虑的是，以房产信息为突破口的网络反腐会不会就此中止？

□李记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
(2013—2020年)》日前发布，
提出到2020年职工带薪年休
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实。《职工
带薪年休假条例》早在2008

年1月1日就开始施行，为啥
还要等7年？画一张饼还说7

年后才“可能”让你吃到，相
信很多人都会发出嘘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状况呢？2月 1 8日《北京晚
报》一则报道或许能够说明
问题：近日，北京海淀法院
引用一项调查显示，所在单
位实行带薪休假的受访者
不足半数，50 . 4%的人表示
所在单位不实行带薪休假。
根据近期关于带薪休假的
案件，法官认为，这项本应

全体劳动者共享的权利已
到了“沦为少数人的权利”
这一尴尬境地，而不少劳动
者又对相关规定不甚了解。

也许在相关部门看来，
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既然
遭遇了用人单位或明或暗
的抵制，既然不少劳动者又
对相关规定不甚了解，那不
如索性多设置几年缓冲期
吧。等经济形势好转了，用
人单位也懂得尊重劳动者
权益了，劳动者都懂得拿起
法律武器维权了……落实
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具备
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
件了，再去强调刚性执行，
岂不是更好？

打住打住。现阶段，职
工带薪年休假制度落实得
不好，是不争的事实。但这

是不是说，制度规范可以无
条件、无原则地迁就所谓
的“现实情况”、而不去积
极作为呢？显然不是。因
为愈是现实情况不乐观，
制 度 规 范 约 束 愈 要 期 许
笃定的未来，愈要强调刚性
的执行才对。

休假权是劳动者的基
本权利，当前的带薪年休假
制度之所以落实乏力，还是
因为相应的制度仍未完善，
在法律上缺乏强制力。《纲
要》一经国务院发布，这样
的原则性时间预期的表述，
势必会影响到相关法律法
规、制度规范的完善，进而
影响到普通劳动者休假权
短期内能够“拿到手”的具
体落实。这样的状况，相关
方面不能不察。

□王石川

“这条河是我童年游
泳、母亲洗衣的地方，现在
污染严重，环保局长要敢在
河里游泳20分钟，我拿出20

万元。”杭州毛源昌眼镜有
限公司董事长金增敏在微
博上叫板环保局长，引起了
很多人的关注。金增敏说，
这条河边上就是浙江省瑞
安市仙降街道橡胶鞋厂基
地，工业污染非常严重，污
水直接排入河流，附近居民
患癌几率高得离谱。(2月18

日《钱江晚报》)

出资20万元盛邀环保
局局长下河游泳，重赏之下

颇有“叫板”的意味。环保局
长接招还是无视？网友仍在
观望。别把 2 0万元请环保
局长游泳当笑话看，其实
这种倡议并不过分。对金
增敏的叫板，环保局长包
振明虽然可以一笑置之，
但不能无视河流污染的现
实。从图片看，金增敏所晒
的河流确实污染严重，这
样的污染程度，一般人还
真不敢下河游泳；身为环
保局长，包振明更不能忽
略河流污染的原因。包振
明表示，仙降街道以劳动
密集型产业为主，存在着
上百家规模型胶鞋厂，环
保部门认为胶鞋厂并没有

排放废水，所以未对其进
行环保测评。有没有排放
废水，应该用事实说话，不
能“认为没有”就不进行环
保测评，不测评又如何断
定没有排放废水？

好在包振明已经承诺，
环保部门将加强对工业污
染源的监管力度，并会向有
关部门建议，对生活垃圾之
类的污染点及时进行清理。
但愿这种承诺是有力的，也
是有效的。如果治污成功，
河清海晏，又何惧公民叫
板？

20万请环保局长游泳，不只是叫板

落实带薪休假，7年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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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走不走，能否多听听民意

□本报评论员 崔滨

在寒风中，山西省大同
市的众多市民自发地来到市
中心广场，以签名和举横幅
等方式，希望即将调任太原
市代市长的耿彦波能够留在
大同继续工作。媒体的报道，
让我们看到了只有在古装剧
里才得以一见的送“万民伞”
为地方官送行的情形。

时间倒回 5年前，走马
上任大同市市长的耿彦波，

主导确定了将3 . 28平方公里
的大同市恢复明代古城风貌
的城市规划，并亲力亲为拆
迁、开工建设等具体事宜。很
多大同市民都曾亲眼见过耿
彦波骑着28式自行车巡视工
地，半旧的皮鞋里一倒半鞋
土的形象。而现在，规划中的
古城复建仅仅初具轮廓，颇
有口碑的主导者耿彦波就要
履新，大同市民心中的惋惜
与不舍自然溢于言表。

大同市民对这样一位父

母官的朴素情怀表达，除了
让我们生出山西有位好市长
的欣慰，更多的是对“人走政
息”的担忧和对干部选拔任
用机制的反思。

从大同市领导针对市民
挽留耿彦波专门做出的“政
府工作是连续的，新官要理
旧账”的承诺里可以看出，大
同市民最担心的是“人走政
息”。可以想见，既然原市长
耿彦波可以一力促成复建大
同这样浩大工程的上马，那

么下一任市长对大同目前的
建设规划改弦更张、另起炉
灶，并非是不可能的事。

这不是无妄的担心，因
为众多城市都存在着城市规
划跟着“一把手”走的问题。
而地方政府主政官员每隔几
年便要调动的情形，让本应
指导一个城市10年甚至更多
年的建设规划频繁更改。正
是这种城市规划“人治”大于

“法治”的局面，让民众将建
设美丽城市的期望，更多地

寄托在“有一个好市长”，而
不是一个科学合理、能够正
常延续的发展规划上。在这
样一个背景下看待大同市民
挥泪留市长的行为，就不会
觉得滑稽，而是可以理解了。

一个干部工作干得好，
组织部门把他调到更重要的
岗位上当然是好事，但从目
前正处于关键期的大同市复
建来看，让耿市长留在大同
有始有终地完成古城建设，
可能更符合这个城市的需

要，也更顺应大同市民的期
望，而从长远看，也许更有利
于耿市长的个人发展。

眼下，全国许多地方政
府都在大面积换届、调动，如
果山西省组织部门能够多听
听大同市民的声音，给这一
电视剧般的情节一个大圆满
结局，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让
大同市民看到政策延续的希
望，更在于让民众真正看到

“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
的可期。

大同市民对这样一位父母官的朴素情怀表达，除了让我们生出山西有位好市长的欣慰，更
多的是对“人走政息”的担忧和对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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