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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通报表明“八项规定”不容打折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日前，中央纪委对6起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
问题发出通报，一些地方无视
规定、顶风违纪的干部不仅受
到了党纪政纪处分，有损公肥
私行为的还在经济上做了退
赔。（本报今日A16版）

从通报内容可以看出，
违纪官员基本都在基层，违
纪行为也算不上“罪大恶极”，
多是一些常见的“小贪”。一些
曾经让很多人习以为常的腐
败，现在却被中央纪委予以通
报，足以说明中央对于八项规
定的落实是不折不扣的。只
要有“零容忍”的态度，并做
持之以恒的工作，通过改进

作风取信于民并不难。
这次查处基层“小贪”，

虽然也与违纪官员算经济
账，但从长远看其政治意义
更为重大。这表明，加强作风
建设，从源头上杜绝腐败，正
成为反腐的新信号。新一届
党中央亮相后高调反腐，并
在近期查处了一批大案要
案，多名有贪腐行为的省部
级官员相继落马。疾风暴雨
的反腐固然大快人心，但是
也有一些基层官员不以为
然，自以为身在风暴之外的
安全地带，仍然是大错不犯
小错不断。事实上，身边的腐
败同样让群众深恶痛绝，也
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可以
说，每一起发生在群众身边

的腐败，都会直接动摇群众
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中央
出台的八项规定，恰是大处着
眼、小处着手，从群众感触最
深的地方预防和打击腐败。

八项规定能否达到预期
目的，关键还是要看能否落
实。反腐是个老话题，多年来
出台的相关文件也不少，但
很多老百姓还是感到不满
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不少文件没有真正落地。一
些地方的官员为了维护既得
利益，对中央的反腐倡廉抱
消极态度，把文件念成了“歪
经”，把反腐搞成了“走过
场”。现在，不少官员对大吃
大喝、乱发补助等集体腐败
几乎没了免疫力，彼此之间

不是相互监督，而是相互掩
护，甚至攀比道德下线。《人
民日报》昨天刊发了一封读
者来信，一名刚参加工作的
公务员在信中称，中央转作
风到了地方遭遇造假，科长
醉醺醺地来上班打开电脑斗
地主，副局长笑笑说，“别让
人逮着”；单位开会局长就两
句话：不打勤、不打懒，专打
不长眼。由此可见，要让这样
的官员真正改进作风，不动
真的、不来硬的显然是很难
奏效的。这次中央纪委直接
通报基层官员的违纪问题，
就是在宣示八项规定必须令
行禁止，凡有顶风而上的无
论哪一级哪一个部门都不在

“法外之地”。八项规定所要

求的改进会风和厉行勤俭节
约之所以在各地初见成效，
关键就在于一级带一级确实
动了真格的。

当然，对基层官员的违
纪和腐败问题主要还应该由
地方纪检部门负责。毕竟，地
方纪检部门更容易发现基层
官员的违纪问题。现在需要
提防的是中央规定经过层层
传达被消减和扭曲，唯有像
中央纪委这样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才能改变一些基层官
员自以为是的看法，进而提
升群众对反腐的信心。现在
中央纪委开了个头，能否把
这种监督常态化、机制化，更
多的工作还要靠各地纪检部
门去做。

现在需要提防的是中央规定经过层层传达被消减和扭曲，唯有像中央纪委这样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才能改变一些

基层官员自以为是的看法，进而提升群众对反腐的信心。

砍向城管的刀，砍中了城市的软肋

□本报评论员 王昱

17日下午2时许，广州天
河区车陂街道城管执法中队
两名城管队员，在执法中遭
小贩突然挥刀袭击，其中一
人被砍七刀，全过程中过往
路人无人施救。广州市城管
委主任危伟汉表示，“最痛的
不是被砍了7刀，最痛的是得
不到理解”。(3月18日《羊城
晚报》)

城管执法，不仅引来了
小贩的暴力抗法，过路的市
民也冷漠围观，面对如此情
景，城管局长感到痛心可以
理解。维护市容本是城管为
市民提供的一项服务，如今
非但遭遇小贩暴力抗拒，连

被服务的市民也不领情，这
暴露出我国城市的发展与管
理在某些方面已经与百姓的
需求出现了脱节。

过去一谈到城管问题，
人们常归因于城管队员执法
手段的简单粗暴。比如，十几
天前，同样是在广州，就发生
了“城管队员暴力执法，女小
贩孩子被吓哭”的事情，激起
了公众极大反响。但此次事
件中，小贩向城管捅去的刀
子提醒着我们，事情绝没有
这么简单。小贩为糊口谋生
必须摆摊，城管要完成任务
必须清理，在双方都退无可
退的矛盾面前，“动口不动
手”只能是梦想。城市发展对
底层民众生存空间的过度挤

占以及城市管理方面一些超
前的要求，恐怕才是逼着双
方不得不“刺刀见红”的主
因。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
的。”城市的发展自有其循序
渐进的生长规律，其核心应
是符合各阶层城市居民的需
要。然而近年来，一些地方政
府在城市发展规划上却“壮
志凌云”。1998年，全国号称
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城
市有78个，2003年增长为182

个，截至目前，总数已经超过
200个。在这种“万丈高楼遍
地起”的飞速发展中，底层市
民的需求却被遗忘了。目前
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水平、
小摊贩的经济现状，都决定

了路边小摊还是目前不少城
市的“刚需”。无视这一刚需，
宁可建造成片的摩天大楼任
其空置，也不给有需求的小
摊贩以生存空间，则无异于
揠苗助长。

对城市发展脱离实际的
要求也为市容管理增加了难
度。以此次案发的车陂街道
城管为例，正式编制只有9

人，却扩编了50多名辅助队
员，双休日无休地全天候执
法，尚且出此大案。这说明对
当下的很多城市来说，一些
不切实际的市容要求很多时
候是项“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
足而知荣辱。”同样是鲜花，
摆在欧洲的路旁能装点市

容，在我国不少内地城市却
遭人哄抢。对不少“城中村”
来说，解决当地百姓的生计
是首要问题，一尘不染的街道
是一种奢侈。要求城管部门去
跟小贩生计和百姓的需求作
对，不仅是出不了成效的苦差
事，更是招人骂的鬼差事。城
管实则是在为不切实际的城
市发展目标埋单。

曾屡遭指责的城管执法
者这次流血又流泪，这是一
个警示。城管与小贩之间的
矛盾，已经不是两个群体之
间孰是孰非的问题，只有转
变城市的发展思路，让底层
民众多一些进退自如的空
间，执法者与被执法者才能
真正和谐相处。

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两个群体之间孰是孰非的问题，只有转变城市的发展思路，让底层民众多一些

进退自如的空间，执法者与被执法者才能真正和谐相处。

高房价膨胀大了

就是政治

国家统计局18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中国的70个城
市中66个城市2月份的房价
环比上涨。房价已是中国经
济领域牵动面最广、持续时
间最长的难点，而且尤其难
在了社会围绕房价的利益
严重分裂。高房价甚至会固
化一些人的人生预期，为社
会不和谐既制造了当下的
理由，也埋下未来的伏笔。
需要注意的是，高房价的受
害者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是
一线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
买不起房的绝望会扭曲这
些年轻人对国家的认识和
态度。从长远看，高房价一
定会从经济问题逐渐转化
成政治问题。房子的事决不
仅仅是经济，它膨胀太大了
就是政治。(据《环球时报》
社评)

年轻人何以

常见“叹老族”

《重庆晨报》对1870名
重庆居民进行的一项在线
调查显示，97%的受访者会

“叹老”，受访者中，80后和
90后占56%，70后占29%，60

后占12%。年轻人的“叹老
之风”应引起全社会的足够
重视，因为这种现象有损年
轻人的斗志，不利于自身发
展，也易引爆社会负面情
绪。当年轻人普遍心灵先
老、精神先老而萎靡不振、
朝气不再，整个社会就会笼
罩在暮气之中，缺乏创造力
和活力，国家前景则有些堪
忧，要知道无论如何，我们
的社会最后总要交到年轻
人手中。(据《新华每日电
讯》，作者：何勇海)

开网店高考加分

是积极的多元评价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公
布今年的自主招生政策：在
高中阶段经营一家收益可
观的淘宝店且有五钻以上
信用的考生，可给予最多50

分的加分。这一做法很值得
嘉许。虽是一个招生政策的
调整，却能让具有创新和创
业意识的孩子的发展激情
得到点燃。更多高校应该借
鉴这种多元化的实践性评
价，在保证公平和公正的前
提下，让我们的评价制度更
为社会化一点、多元化一点、
开放化一点，激活孩子的创
造意识以及社会性能力，造
就更多复合型人才。(据《北
京青年报》，作者：雷振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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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票价再也不能

绕过听证关

□晏扬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铁
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
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铁
路政企分开后，“火车票价肯
定要上涨，甚至可能超过飞

机票价”。(《中国经济周刊》)

尽管铁路实行政企分
开，但中国铁路总公司仍然
是垄断经营，因此，火车票价
应该而且必然实行政府定
价。另外，火车票的政府定价
也不能单由价格部门说了
算，而应遵循一定的程序，这
个程序就是价格听证。

“铁老大”一直游离于价
格听证制度之外，比如，自
2003年以来，铁路货运8次涨
价，但从来没有召开价格听
证会，以至于铁路货运价格

想涨就涨，公然违反相关程
序规定。

铁路改革就是要革除积
弊，借此次改革东风，铁路运
输价格长期不听证的积弊该
革除了，这是民众对铁路改
革最起码的要求。

“因公超速”是

权大于法的同义词

□张枫逸

媒体曝光甘肃省武威市

一副市长乘坐的越野车在限
速120公里的路段上以194公
里时速行驶、超速61%，当地
工作人员回应称“是工作原
因导致的超速”。3月19日武
威市作出回应称，已对驾驶
员依法依规进行了严肃处
理。(本报今日A17版)

继因公负伤、因公殉职
之后，“因公体”又出了新成
语——— 因公超速。只不过，前
者折射出崇高的敬业精神，
后者则散发着淡薄的法律观
念、丑陋的特权意识。

作为地方政府，更应带
头遵章守法，给公众树立表
率。然而，当地在回应记者
时，非但没有因严重超速的
违法行为而感到羞愧，反而
言之凿凿地拿所谓的工作原
因说事，大有“因公有理，超
速无罪”的架势，令人震惊。
显然，在相关负责人眼中，权
力可以凌然于法律之上，打
着工作的旗号就可以为所欲
为，置公共利益和安全于不
顾，“因公超速”成了权大于
法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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