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

近日，吴英的代理人蔺文财在
媒体上称，吴英曾举报浙江省东阳
市副市长陈军涉嫌受贿。东阳市发
布消息回应：经深入调查，吴英案
中，陈军未涉及受贿问题，而陈军已
就吴英、蔺文财诬告一事向公安部
门报案，有关部门已着手调查。

报道刚出就做出回应，东阳官
方应对舆情的效率不可谓不高，只
不过，快速回应是一码事，能否取信
公众就是另一码事了。值得注意的
是，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发布了“定

论”，内容却语焉不详，当地政府这
种急于为官员背书的行为方式，非
但无助于帮涉事者讨回清白，还可
能使政府信誉大打折扣。

至少从目前来看，东阳官方的
回应没能平复来自舆论的质疑，回
应本身也是疑点颇多。从报道刊发
到官方做出表态，间隔只有不到一
天的时间，所谓“深入调查”究竟是
如何开展的，结论又是怎样得出的，
从这份简单的回应中找不到答案。
而且，吴英举报的是东阳的一位副
市长，调查活动以及结论发布却由
当地官方来做，能否真正做到客观
真实，本身也是值得怀疑的。正是因
为诸多问题的存在，这份缺乏说服

力的官方回应发布之后，反倒让更
多的人对那位被举报的副市长产生
怀疑。

事实上，东阳当地的这种做法
并不罕见，急于以官方信誉为官员
个人背书，这样的情节可以说似曾
相识。此前媒体人罗昌平举报原国
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腐败，能
源局官方就迅速出来“辟谣”，并称
已经报警。这一回应也随着刘铁男
的“落马”，成了一个笑话。

公权力部门急于摆脱“负面消
息”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对真相的调
查以及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是不
能打折扣的。“公”与“私”的界线始
终是要划清的。否则，把官方回应看

做官员自我辩白的言论出口，用官
方权威为官员个人行为背书，非但
不能帮助涉事官员讨到清白，就连
官方的公信力也可能受到损害。

尤其对于“吴英案”这种关注度
高、影响大的事件，地方政府采用什
么方式做出回应，公布哪些内容才
能令公众信服，更得审慎考虑。目
前，由于吴英的举报以及陈军的报
警，这个事件已经进入法律程序，要
想平息舆论的质疑，还是得由更权
威、更中立的机构依法调查，并对调
查结论进行公开。至于那份连调查
程序都没说清楚的官方回应，不仅
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不尊重，也是对
被举报官员的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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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葛媒体视点

□张玉胜

针对媒体报道的江苏泗洪“铺路
种豆”一事，江苏宿迁市国土资源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铺路种豆”事件涉
及的部分土地是今年国家土地例行
督察时发现的违法用地，复耕种豆并
非应付检查，而是落实相关整改要
求。(7月27日《京华时报》)

说到“盖土种豆”，人们很容易联
想到在非法建设场地上刷绿漆、使用
军事伪装网、铺薄膜种菜等诸多应对
国土检查的“奇葩招数”。尽管当地国
土资源部门为此赋予了“复耕”与“整
改”的标签，并极力撇清“应付检查”
的形式主义嫌疑，但基于常识和经
验，又有多少人会对这种“此地无银”

式的回复信以为真？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真理性

毋庸置疑，但农作物生长也有其自身
的环境条件及自然规律。反季节的

“种豆得豆”究竟能“收获”什么？其
实，“种豆者”看中的不过是大豆作物
易生根、发芽早、生长快的品质特性，
压根儿就没有指望“收成”几何。

从当地多个部门的自我掩饰、自
我表扬的暧昧态度看，其“铺路种豆”
的表演，的确无“复耕”之心、有“应付”
之意，或希冀风头过后的工程继续。围
观“铺路种豆”的掩耳盗铃表演，人们
不能止于对既成违规的矫正和劳民伤
财的追究，更需对滞后与乏力的土地
监管机制认真反思，毕竟违法用地的
整改难掩资财浪费的现实。只有让土
地监管步入防患未然的先期预警和紧
盯不放的事后纠错机制，“铺路种豆”
之类的障眼法才会失去生存土壤。

躺着都能赚钱的时代已经一去
不复返，企业家应该转变心态，不要
再一心想“赚快钱”。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樊纲认
为，目前中国经济已基本处于稳定状
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家们应该
重新思考发展的方向与路径。

通关便利化改革首先就要“合并
同类项”。

商务部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
白明表示，通关便利化，减少了重复
性环节，降低了行政成本，也有助于
减少寻租空间，作用颇多。

留学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它不可
能再掉过头来再做一次。

对于出国留学呈现出低龄化趋
势的现象，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主任白章德认为，未成年的孩子出
国留学风险很大，家长需谨慎行事。

整改“铺路种豆”，先改形式主义

只有结论不见证据，咋还副市长清白
把官方回应看做官员自我辩白的言论出口，用官方权威为官员个人行为背书，非但不能帮助涉事

官员讨回清白，就连官方的公信力也可能受到损害。

企业办职教

亟需“正名”

媒体报道，我国技术工人持
续紧缺的状况开始从东部向中西
部传递，而同期高校毕业生就业
压力不减。这一现象表明，在产业
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的情况下，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已
落后于市场需要。

现实中，制约职业教育发展
的一大瓶颈在于企业主体缺失。
对此，国务院日前出台《关于加快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
鼓励行业和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
职业教育，发挥企业办学作用，但
企业参与办职教的积极性不高，
既是因为企业认识不到位，也与
目前的政策体系、法律法规不健
全密切相关。如何通过政策调整，
引导和鼓励企业真正成为办学主
体，避免“剃头挑子一头热”，是职
教发展的关键。

当前，我国企业负责人普遍
反映，之所以不愿参与职业教育
办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企业
参与办学名不正言不顺，缺乏畅
通的渠道。在职业院校里，一般是
校长书记说了算，企业缺乏话语
权，即使参与投资办学，也多半像
个“赞助商”。对此，应修订职业院
校章程，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
有企业代表参与的董事会、理事
会，使企业办学主体身份合法化，
校企双方真正形成利益合作共同
体。这样才能实现产教深度融合、

校企紧密合作，使职业院校专业
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
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毕
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摘
自《经济日报》，作者阙明坤)

出租车改革

也要“简政放权”

出租车管理机制改革社会期
盼多年。出租车管理机制改革难
在哪里?恐怕最难的就是打破既
得利益 ,重新定位市场之手与政
府之手的关系。市场与政府要各
归其位 ,同时要摸索在诚信机制
长效作用下的市场主体地位创
新 ,打破现有出租车公司的既得
利益 ,让司机得到更多实惠 ,让市
场需求和供给能更及时地对接和
调整。

近年来 ,各地针对出租车行
业出台的改革措施不少 ,但多是
治标之举,许多深层矛盾、体制性
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出租车管
理部门至今仍然固守特许经营
制,用“重审批、卡准入”的思维来
管理出租车行业。由此引发了权
力寻租、出租车司机收入被份子
钱“压榨”等一系列突出问题。管
理部门只有积极转变行政职能 ,

把该放手的权力坚决放掉 ,使市
场和政府各归其位 ,才能解决出
租车行业存在的各种矛盾。(摘自

《法制日报》，作者吕梦琦、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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