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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电视问政的演播室可以再大些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武汉市2013年上半年电
视问政活动2日在武汉电视
台现场播出。这场节目曝光
了当地公车私用、公款吃喝、
公 费 旅 游 等 不 少“ 三 公 乱
象”。坐在问政台上的武汉市
委秘书长龙正才表示，自己
也有公车私用的情况。

主动承认自己身上的
“三公乱象”，龙正才的勇气
值得肯定，不过，他的坦诚也

反映了一个问题，公车私用
等违规行为，在一些地方已
经成了一种习惯。单纯依靠
内部监督的力量，恐怕很难
起到纠正的作用。事实上，电
视问政的形式本身就提供了
一个思路，那就是加强外部
约束，把地方政府的三公信
息尽可能多地公布出来，接
受公众和舆论的监督。

三公乱象之所以难杜
绝，很大程度上与公务人员
的行为习惯有关。身为武汉
市市委秘书长，而且是武汉
市市委常委，龙正才可以算
得上是这座省会城市的重要

领导了，他对相关规定的了
解程度，想必在当地属于水
平较高的了，公车私用的行
为未必是明知故犯，更有可
能是种无心之举。在接受电
视问政时，龙正才用了“见怪
不怪”一词来形容公车私用，
这也从侧面证明，类似的三
公乱象已经成了当地领导干
部的“习惯性动作”。既然思
想上都习惯了，再把宝都押
在公务人员的自觉性上，恐
怕不会起到什么效果。

看来，要想改变地方公
务人员的坏习惯，还得引入
外部的力量，加强公众和舆

论的监督。自2011年11月首次
举办以来，武汉市每年有两
次“电视问政”，每次节目直
播都会引发关注，也解决了
不少实际问题，如果类似的监
督活动能够“日常化”，并且让
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肯定能起
到更好的效果。一方面，公众
的广泛参与能更好地发现问
题，为纠正公务人员的行为提
供依据，这次电视问政中曝光
的三公乱象，就是通过记者暗
访和群众街拍反映出来的；另
一方面，很多接受问政的干部
曾公开表示过紧张，当场脸红
冒汗的情况也常有，如果把更

多的监督权交给公众，就相当
于打造了一个全天候、全覆盖
的巨大的演播室，无形之中就
给公务人员增添了约束力。

当然，光有公众监督还
不行，当地干部的实际行动
也很重要，是坦诚相待还是
屡教不改，效果是不一样的。
武汉历次电视问政都会曝光
很多问题，比如2012年的黑的
泛滥，事后就通过公交线路
的延伸得到了解决，也正因
为有效果，才会有更多人关
注。如果一个问题不断被提
出，相关领导也表了态，却总
也解决不了，电视问政就变

成了走过场。这次曝光的几
起公款吃喝问题，在哪吃的、
跟谁吃的、花了多少钱，得给出
一份明白账，对相应的责任人
也要做出处罚。否则的话，道歉
也好、承诺也罢，只能被当做逢
场作戏，所谓的接受公众监督，
也就没啥意义了。

事实上，武汉市电视问
政受到关注还有另外一个原
因，那就是同类的节目还太少，
各地官民之间的互动，做到电
视直播这个程度的也不多。希
望武汉市能够继续下去，也希
望电视问政的演播室，能够
出现在更多的城市里。

公车私用等违规行为，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单纯依靠内部监督的力量，恐怕很难起到纠正的作用。要想改变地

方公务人员的坏习惯，还得引入外部的力量，加强公众和舆论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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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7月4日晚，潍坊市一名5

岁男童从7楼坠落，当场死
亡。（今日本报A08版）心痛
之余，我们也当深思，如何避
免悲剧的重演。

梳理各地频发的儿童坠
楼事件，可以看出，监护人的
疏忽大意往往是酿成悲剧的
主要根源。虽然为人父母的都
不愿意看到悲剧降临到子女
的身上，但是在悲剧发生之
前，确实有不少做父母的没有
完全尽到监护人的职责。一些
人明知阳台或窗户缺少安全
防护措施，还是抱着侥幸的心

理，把幼稚的子女留在家中独
处，这已经是严重的失职。

或许这些做父母的也有
很多难处，比如家境贫困、在
外打工，既请不起保姆，又找
不到合适的地方托管儿童，不
得已只能锁在家中。未成年人
保护法规定，“父母因外出务
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对
未成年人监护职责的，应当委
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
代为监护”，无论什么人有什
么理由，都不应该将儿童置于
险境。如果孩子的生命安全都
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工作和财
富的价值也将大打折扣。

随着暑假的来临，原来
在乡村留守的儿童开始进城
和父母团聚，其中不少对城
市生活缺少经验，认识不到

周边环境存在的危险，儿童
好奇和好动的天性更是放大
了这种风险。一些进城务工
人员平时忙于繁重的工作，
对于子女在新环境中所面临
的危险，也缺乏清醒的认识。
此时，社区人员或者周边邻
居一句善意的提醒，都有可
能避免一起悲剧的发生。一
些单位和社区如果具备条
件，也不妨建立一些临时的
儿童托管场所，为进城务工
人员解除后顾之忧。

接连发生的儿童坠楼事
件暴露了严峻的安全问题，
但这并非无解的难题。只要
各方真正把儿童安全放在第
一位，多一点细心、责任心和
热心，完全可以给孩子们织
就一张安全网。

任何国家经济增长都不
可能是直线上升的。经济周
期规律和历史经验给我们很
多启示。

防止经济大起大落，首
先要防止大起。历史经验一
再证明，经济大起之后必有
大落，经济剧烈震荡造成了
资源大量浪费和损失，一年
或几年的过高速度带来的经
济和资源环境的代价往往是
多少年也难以解决和弥补
的。因此，当经济处于周期上
行阶段时，不应当竭尽全力，
人为地去加快速度。明智之
举是应当采取措施“削峰”，
减缓上冲速度，把各方面加

快发展的积极性引导到优化
结构、提高效益上来。

防止大落，应把着力点
放在深化改革、调整结构上。
经济冲到峰顶之后由于通货
膨胀和结构性矛盾积累，随
之而来的经济调整和增速放
缓不可避免。但这时由于刚
经历高速增长，各方面对经济
的预期仍看涨，因而往往下不
了决心调整和减速。历史经验
说明，当经济下行不可避免
时，应当利用需求增长减缓、
市场竞争加剧的压力，加大改
革和结构调整力度，推动企业
和整个经济转型升级。为防
止经济过度下滑而采取的经
济刺激政策，应当适时适度，
避免违背经济规律而人为地
去推高速度。

保持投资适度规模和加
强农业。这是防止经济周期大
幅波动的两个重点。新中国成
立以来几次经济调整和治理
通货膨胀，都是由于投资过度、
粮食生产下降“双碰头”引起。

扩大消费需求和加快发
展服务业。我国消费率持续
偏低，投资率居高不下，经济
发展过多地依赖投资和工业
带动，既是资源消耗强化、环
境压力加大、增长可持续性
减弱的重要原因，也是形成
大量低效重复建设和银行呆
坏账的重要根源。逐步改变
这种经济增长格局，转向主
要依靠消费和服务业带动，
才能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摘编自7月3日《经济参
考报》，作者 林兆木)

预防儿童坠楼，还需各方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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