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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特供随着特权一起消失

靠“愧疚”管不住贪吃的嘴

浮光掠影

媒体观察

新闻聚焦

你睡好了吗？

特供烟、专用酒常见于不少政府机关的招待，老百姓虽不多见但也不陌生。特
供产品的盛行多是特权思想在作祟，中国人大多讲究个面子，以占有特供产品而自
得，老百姓对此意见颇大。李克强总理向公众保证，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
只减不增。期待服务于特权的特供，能够早日随着特权一起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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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爆料四川监狱系统在五
粮液酒厂定制了价格不菲的专用
酒，有人质疑舍得花这么多钱，只
有公款消费。监狱管理办公室主
任苏虎彪回应，三年前为了节约
成本，保证酒质量特意定制了专
用酒。

定制五粮液是为了节约成
本，真是好彪悍的回应！按照这
个逻辑，可以推出配备公务豪
车是为了节省油钱吧。这种诡
辩从一位领导干部口中说出，
真让人大跌眼镜。以前喝拉菲
茅台现在改喝五粮液，这是不
是也算厉行勤俭节约了呢？我
看真该给这个监狱管理局送个
大红花，表彰他们艰苦朴素的

作风。
据最新一期的《人民论坛》杂

志调查结果显示，85 . 2%的受访干
部对公款吃喝感到愧疚，看来苏
虎彪主任并不在这八成五的干部
中。他的五粮液节约说不仅理直
气壮，我看还有嫌民众小题大做
的意思。当然，那些心怀愧疚的受
访者好像也没有管住嘴，在“工作
需要”的前提下照喝不误。为什么
这么说呢？因为三公消费只见增
不见减。

特供烟、专用酒屡见不鲜，把
板子都拍在这位办公室主任身上
可真是冤枉了他。特供产品的盛
行多是特权思想在作祟，中国人
大多讲究个面子。好像喝老百姓
都能喝到的酒显得很没面子，只
有享受专用特供酒才是身份的象

征。
其实何止烟酒特供，“特

供”供应早就无处不在了。《南
方周末》曾有篇《中国的特供食
品》报道，称有些部门开辟基地
精心培养专门供应肉菜禽蛋。
与普通食品不一样，特供食品
要做到“保安全、保质量、保及
时、保秘密”。以此类推，子女上
学有机关幼儿园享受最优质的
教育资源，买房享受远低于市
场的内部价，医院看病同样如
此。反观面临择校难、买房难、
看病难的普通百姓，怎能没有
怨言呢？前段时间雾霾天，马云
调侃，吃喝拉撒都有特供，这回
终于呼吸平等了。但很快有人
就说，其实空气也有特供的。

建国初期，物资匮乏产生了

为领导服务的特供体制，而60多
年过去了，经济发展、物资丰富，

“特供”还有必要存在吗？如今的
“特供”表面上看，在权力的光辉
下具有品质保障的意义，但实际
上已逐渐演化成相关机构敛财的
工具。

在今年的两会上，李克强
总理向公众保证，公费接待、公
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近
期，国家也花大力气整治三公
消费，出台多条措施规范公务
行为。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
到，特供的土壤还很肥沃，特权
的思想一时难除，这需要相关
部门率先垂范，远离特供，不要
因为消费了特供，远离了民心。
期待服务于特权的特供，能够
早日随着特权一起消失。

重审聂树斌

新闻回放：曾经轰动全国的
河北聂树斌案，连日来再度成为
微博关注热点。面对公众对该案
为何至今仍无定论的质疑，河北
高院办案法官日前表示，由于该
案案情复杂，涉案证据材料较
多，一些证据材料时间跨度大，
对相关证人证言的核查比较复
杂，目前仍在依法核查中。

《晶报》评：聂树斌案是一个
注定在我们的记忆里绕不过去
的事件。1994年，河北青年聂树
斌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强奸罪被
捕，次年被执行死刑。2005年另
一名通缉犯王书金被捕后，主动
供认出这起奸杀案。当年3月，河
北省政法委成立了工作组，负责
对聂案重新调查，并称将尽快公
布调查结果。但是，漫长的8年过
去了，真相依然“在路上”。

一个明摆着有冤情的案件，
其核查过程为何如此艰难？案情
复杂显然只是一种低水平的借
口。有网友分析，河北高院如果
承认错误，就要自认倒霉，不纠
正又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因而
对此采取回避态度。也有网友认
为，证据如此确凿却不能为聂案

平反，唯一的理由是当年的办案
人如今还活跃在当地政法机关，
有的甚至担任要职，为此只好采
用“拖”字诀，拖到舆论不再关
注，拖到家属不再纠缠，拖到顺
利退休……到那时，一切责任都
无法追究。

《中国青年报》评：即便此案
“涉案证据材料较多，一些证据
材料时间跨度大，对相关证人证
言的核查比较复杂”——— 有律师
认为，其实在这个案件的证据链
条中，只差被害人家人的报案、
公安机关的现场勘验笔录和尸
检报告——— 那么，时隔8年了，也
早该信息公开了。有关方面应当
将调查的过程向当事人及律师
公开，举行听证会，公开已经调
查的证据材料，解释难以调取的
证据材料，回答当事人和律师的
疑惑，并对下一步调查指明方
向。人生有多少个8年，总该有个
结论了，即便这事无法调查下
去，总归要给当事人一个合理交
待啊。

古老的程序正义原则便是
“自己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
古往今来的众多经验也告诉我
们，要自己来纠正自己的错误比
登天还难。所以，最高法院不能
对聂树斌案坐视不管，应当督促
河北省高院加紧核查，并及时公
布已经核查的信息，回应公众的
质疑，甚至应当及时将此案提交
由最高法院进行核查，或者交由
其他省市院核查。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
正义”，聂树斌案不加紧核查，不
给当事人一个公正交待，公平正
义从何谈起？

《南方都市报》评：聂树斌案
再审迟迟无法启动的症结所在，
固然有证据核查的困难，但更纠
结的可能还是某些人事的困扰。
那些曾经因聂树斌案而得以提
升，或者与聂案难逃干系的各色
人等，是否还在影响着案件的复
查进度？由当年对聂树斌案死刑
判决“皆有贡献”的河北省有关
部门进行案件核查，是否也是久
拖不决的潜在原因之一？如果地
方司法对案件纠错与核查存在
困难，是否可以依法由最高人民
法院启动提审程序，或由最高法
指定其他地方高院再审？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让民
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到公
平正义。”《人民日报》说：“每一
个判例，都可能为公众的法律信
仰添加一块基石；而每一次失
误，也都可能成为这一信仰崩塌
的链条。”聂树斌案，该有个结果
了，不是吗？必须有一个公道出
来，给那个已经逝去的生命，给
那个“经过一个星期突审”终于
供述了罪行的“凶残犯罪分子”
聂树斌。迟到的正义要好过没有
正义，人们对于法治的信仰，需
要呵护更需要个案来印证，再也
容不得这一拖多年的正义迟迟
不来了。

奔驰、宝马、奥迪也被曝光
了，它们用含有沥青成分的材料
做阻尼。最惨的是车主。最尴尬
的问题是，它们没有违法，因为
中国没有对汽车辅助材料的环
保标准，而且，要想证明健康损
害来自单一污染源，太难了。但
他们不会不知道沥青对人体有
害，哪怕不违法，这也是个缺德
的选择。

——— 路一鸣(主持人)

上课分析政府决策为什么排
斥公众参与，课堂上提出的7个案
例不约而同地发现：从政策质量
上，政府总是喜欢强调老百姓不
专业，其实许多政策并无高技术
要求；从可接受性上，政府从少数
样本推定政策符合大多数人需
要，其实根本没有听直接利益相
关者的看法。事实上，中国当下大
多数决策需要公众参与。

——— 诸大建(大学教授)

新闻：广东阳春市委统战部
副部长何某亮被举报婚外与一
名女子李梅育有一对双胞胎，涉
嫌违反计生政策。14日，何某亮
称他没有超生，并已向阳春市纪
委说明了相关情况。何某亮说只
有李梅前夫先做了鉴定，证明两
个儿子不是他的，他才可能会去
做亲子鉴定。(南方农村报)

点评：怕鉴定以后发现不是
自己的？

新闻：在过去房地产市场勃
兴的十年间，不少专家曾预测房
价会大跌、楼市会崩盘等，甚至一
度有专家以“裸奔”等打赌房价下
跌，但十年间房价并未下跌，楼市
泡沫也未破。有民众听信了专家
的意见，卖掉了房子，称因此净亏
损六七十万。(新京报)

点评：信专家不如信任志
强。

新闻：商丘市民权县东区民
族学校多名师生在上课期间惨
遭多人入校殴打。被打学生家长
称，带领社会无业人员入校打人
者名叫马忠仁，是民权县公安局
一位正科级退休领导。民权县公
安局回应称，马忠仁确曾在民权
县公安局工作。(中原网)

点评：退休了还一呼百应，
能量真不小。

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足
球的钟爱，早已广为人知。不论
是面对媒体接受采访，还是在海
外访问，习近平都毫不掩饰对足
球运动的感情。正如习近平自己
所说，他的“足球缘”可以追溯到
青年时代。习近平早在1980年
代，就对足球表现出浓厚的兴
趣，多次前往工人体育场等现场
观看足球赛。(京华时报)

点评：中国足球有希望了。

公款吃喝，百姓反感，干部怎
么看？最近，《人民论坛》杂志的一
项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受
访干部对享受高规格公款接待感
到愧疚。联想起此前有干部抱怨

“一天陪洗八次澡”、感慨“做梦都
想喝小米汤”，这一数据折射的干
部心态更耐人寻味。

可能有人会说，一边享受公
款接待，通体舒泰，一边感到愧
疚，良心不安，是不是有点矫情？
其实，不必如此苛责。心怀愧疚，
起码说明这些干部心里有是非标
准、荣辱界限，对奢靡之风是有评
判的。

当然，不管有没有愧疚，在公
务接待上都不能大操大办、大吃
大喝。愧疚是不可期待的，也是靠
不住的，更何况现实中不少人不
仅毫无愧疚之心，反而欣然受之。
比如，媒体曝光，今年1月初广东
省阳江市数十名中小学校长，分

别到云南西双版纳等地公费“考
察交流”。面对质疑，有关部门竟
然以中央八项规定文件“来得慢”
为托词。说到底，管住公款吃喝的
嘴、公款旅游的腿，不能靠个人觉
悟，靠的是严格制度和严明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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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用公款大
吃大喝，也包括以开会名义公
款旅游，还包括滥发福利等等，
都是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消
息传出，舆论普遍好评。就在前
不久，有全国政协委员还表示，
要防止“中央强调抓一下，强调
过后放一下，出了问题紧一下，
形势好了松一下”的一阵风现
象。中央纪委的通报表明，转作
风不是说说而已，也不是做做
样子，而是动真格、见真招。如
果将通报监督制度化，就会形
成更强大的震慑效应，减少走

形式、搞变通的现象。
赏罚分明，才能有令必行、有

禁必止。现实中，“几百个文件管
不住一张嘴”的怪象，反映了一些
干部“吃吃喝喝不犯法，只要不往
兜里拿”的认识误区，更暴露了违
规成本低的现实问题。正如调查
显示，逾八成的受访干部认为“公
款吃喝受到处罚的可能性”较小。
如果公款吃喝近乎零风险，必然
引来更多的人效仿，把公务吃喝
当成一种心安理得、不吃白不吃
的惯性。

清除这种惯性，除了加强个
案监管，还应看到铺张习气的形
成，与不良政治生态息息相关。比
如一些地方把接待当成“生产
力”，“不宴请、不迎送，心里不踏
实”，“四菜一汤，项目泡汤”。这从
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印证——— 多数
受访干部对于公务接待给自己带
来的“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

“得到更多升迁机会”，比“得到他
人的尊敬和羡慕”更感兴趣。

这就说明，要管住奢靡之
风，除了加大惩处力度、曝光强
度，还需从清理灰色官场文化、
净化政治生态入手。通过树立
正确用人导向、完善政绩考核
机制等，使干部看到，成绩是干
出来的，而不是招待出来的；升
迁要靠真本事，而不是靠利益
输送。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
遏制公款吃喝玩乐的需求与冲
动。

治奢靡、倡勤俭，喊破嗓子不
如甩开膀子。但这也是一场持久
战。好比钉钉子，不奢望一下子到
位，不追求一锤子就钉得牢，重在
稳打稳扎、步步推进，常给力、不
卸力，建立行之有效的长效机制。
如此，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
清明的目标可期。(原载于《人民
日报》)

@央视新闻：中国人虽然平
均睡眠时间有8小时50分钟，但
睡眠质量实在不高！近一半中国
人起床后有疲惫感，100个中国
人里有14个人凌晨12点还没睡
觉，有15%则是入睡困难。

@筱尤_yoyo：我顺应民意
地睡了个午觉。

@MISS2：可不可以天天世
界睡眠日，让我有理由睡个够。

@小小：怪不得我今天一整
天都没有精神。

@陈豆豆：世界睡眠日是用
来睡觉的吧，那我们为什么还在
上班？

@少年不哭：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
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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