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力难“变现”，何来“贷款买官”

随着广东官方公布茂名买官
卖官窝案的处理结果，关于此案也
有更多的细节披露出来。有一名涉
案者为了升任镇党委书记，抵押贷
款 5 万元“凑够”行贿款，此后很快
被提拔，却也因此受到处理。

听说过贷款买房的，也听说过
贷款做生意的，贷款买官倒是很新
鲜。能够如此舍得投入，自然是因
为这项“投资”能获得立竿见影的

“收益”；贷款数额这么具体，也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地官位曾是有

“价”的。这种情况的存在不禁让人
对地方官场的氛围感到担忧，通过

“竞价”上来的官员，为捞回“投资”
或谋求更多“回报”，注定要把“腐
败成本”转嫁到群众头上。这种赤
裸裸的权钱交易，也将成为各种腐
败的根源。

基层买官现象早有曝光，但像
茂名这样牵扯到一百多名官员的，
还是令人感到震惊。从中央巡视组
前段时间通报的问题来看，情况确
实不容乐观，一些地方买官卖官问
题突出。在官位“明码标价”的茂
名就存在这样的现象：“不跑不
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调
动”的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进而
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干部任
用“逆淘汰”现象。相比以权谋私
的个人行为，成批量的买官卖官
对干部队伍的侵蚀，显然具有更大
的危害性。

要根治“买官卖官”，先得找准
病根，有人贷款行贿，自然看准了
有人拥有“出售”官位的决定权。从
茂名腐败窝案来看，最终的指向是
时任茂名市委书记的周镇宏以及
他的继任者罗荫国，由于手握用人
大权，“官位”成了他们获利的私人
工具。正是这两人主政期间，买官
卖官在当地逐渐公开化、常态化
了。治疗“买官卖官”顽疾，关键就
在于管好“一把手”，既要遵照相关
规定，把推荐、考察、测评、表决等
民主程序落到实处，也要发动社会
力量，让群众参与到选人用人的监
督中来。同时，严格实行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
倒逼“一把手”绷紧选人用人的法
纪之弦。

当然，需要关进笼子的不光是

“一把手”的用人权，针对各项权力
都要实现有效的监督制约。对于买
官卖官的腐败现象，“供”“需”两个
层面都是值得关注的。在茂名窝案
中，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官员“前腐
后继”且乐此不疲，就是因为买到
的权力可以换来真金白银的利益。
从这一点来看，必须让官员所掌握
的公权力受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等有效的制约，建立起畅通的社会
监督渠道。一旦“投资”看不到“回
报”，地方官员也就失去了买官的
动力。

如今，这些买官卖官的腐败分
子受到了应有的处理，但还需要更
多的努力建立完善的用人制度，以
免对“买官卖官”的处理成为“割韭
菜”。在制度尚未完善之前，严惩显
然是最有效的措施。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官员“前腐后继”且乐此不疲，就是因为买到的权力可以换来真金白银的利

益。一旦“投资”看不到“回报”，地方官员也就失去了买官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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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何勇

8 月 12 日，湖南省南县三仙
湖镇政府起诉县国土局、县政府
土地行政诉讼案，在该县法院开
庭。三仙湖镇政府要求重新确定
三仙湖渔场为三仙湖镇政府集体
所有并颁发新证。镇政府认为渔
场不是村民集体，而是镇直接管
理的单位，不属于法定颁证主体。

（ 8 月 16 日《市场星报》）
镇政府与村民之间对渔场所

有权的归属产生纠纷，当事的镇
政府并没有通过打报告的行政手
段，而是选择走法律途径。从法治
角度说，镇政府把自己置于与县
政府同等法律地位上，而不是上

下级定性上，这种“以下犯上”的
打官司行为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不管最终是镇政府赢了，还是县政
府赢了，都是依法治国理念赢了。

不过有一点令人担忧，一旦
镇政府赢了官司，就可以通过法
院的司法判决，名正言顺地从村
民手中拿到渔场所有权，这意味
着县镇两级政府都将从渔场中获
得最直接的经济收益。这场官司
是否会变成“双簧”，上演“与民争
利”戏码，的确应当存疑。

对此，核心问题还在司法活
动本身，必须严格遵守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只有最终的司法
判决经得起法律和社会的监督，
才能避免落下“演双簧”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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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公民论坛

镇政府告县政府是法治的进步

□周歌

8 月 16 日中午，一对北京夫
妻在乌镇景区旅游时，遭到保安
莫名殴打。夫妻俩因为下雨，购买
了景区内民宅商户的雨披，保安
要求他们退还时，双方发生肢体
冲突。乌镇旅游开发公司负责人
表示，乌镇景区规划伊始，为了不
让古镇变成纷繁嘈杂的小商品市
场，公司不允许当地百姓自由开
店。（ 8 月 17 日《京华时报》）

近些年来，商家诱导游客在
景区购物现象屡禁不止。面对如
此状况，景区管理部门想方设法
净化市场氛围固然值得“点赞”，
但在对乱摆乱卖、漫天要价等问
题进行阻击的同时，也应为公众

提供和谐、文明、安全、放心的旅
游环境，满足广大游客的正常需
求。另外，景区在“禁商”的同时，
切莫让景区市场成为“独家垄
断”，继而通过“宰客”获取暴利。

面对突然发生的天气变化，
作为游客来说，及时购置雨伞或
者雨披等防护用品无可厚非。而
且，游客自然会根据自身需求，选
择最为实惠的商品，这也是消费
者的正当权利。殊不如，游客的这
一正常消费，在乌镇景区却成为
景区管理方的“出气筒”，这暴露
出相关景区管理方式的粗暴野
蛮。受伤的游客需要及时医治，对
于景区管理方这种恶劣的管理方
式，同样需要好好进行“诊治”，以
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景区“禁商”岂能拿游客“出气”

监管应正向激励而非阻碍创新

近年来，一些职能部门在监管
新兴行业时，很容易陷入管得过宽、
过严、过死的误区。无论是此前对打
车软件的监管，还是对余额宝等互
联网金融产品的监管，时常给人一
种政府监管扼杀市场创新的感觉。

要规范市场秩序，监管确实必
不可少，但职能部门的监管要将便
民、为民作为出发点，而不应掺杂其
他太多利益考量。有关部门对互联网
汽车租赁这一新生事物的监管，似乎
又在重走过去“一管就死”的老路。

政府部门对一些市场创新业务
应该有更多了解和支持，至少不要
轻率地一板子拍死。毕竟，让互联网
汽车租赁这条“鲶鱼”，冲击传统出
租车市场，从总体上会提升市场服
务品质，甚至推动出租车行业改革，
进而给百姓带来实际好处。其次，要

适当加强管理，但这种管理需要创
新思维。比如，私家车进入租赁市场
应该具备怎样的资质和条件，租赁
汽车该不该配备司机，对违规行为
如何加强监管，在创新管理思维的
语境下，这些都应是可控可商量的。

我们正处在一个科技创新日新
月异的时代，各种新兴业务会不断
涌现。在它们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
有不足之处，管理部门应该给它们
一些时间和成长空间，让它们在发
展中不断调试和完善。对新生事物

“一禁了之”固然轻松，但无论是对
创新者还是对普通民众，恐怕都不
是最佳选择。（摘自《法制日报》，作
者严辉文）

葛一语中的

在现代政治的 T 台上，“走秀”
官员要习惯被“打量”，要经得起“挑
刺”。

媒体人毕舸认为，随着权利观
念“段位”的提升，公众对官员行为
的敏感度也在增加。就官员“亲民
秀”而言，民众总会希望官员是发自
内心地与民亲近。现实中，因个人的
心理活动看不见，所以公众挑剔的
目光，也就转向那些行动细节了。

一个人是否真正有本事不该由
政府权力衡量，更不应该靠“认证”
培养人才。

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宇认
为，个人的能力应该在经济生活中
考量，由其在市场中创造的价值大
小来定。有的学生不计代价考取各
种资格认证，却缺乏基本的学习能
力、创造力。

网络银行最终还是要“下来”
的，国家不可能对其“网开一面”。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
为，从公平原则和控制风险出发，对
银行监管政策仍将是统一的。所以从
长期来看，完全依存网络的银行不会
有太大的发展空间，银行业务要有实
实在在的点才能真正做起来。

“贵的”不一定是“对的”，不要
过分迷信“有机”“绿色”等标签。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最近开展的
一个蔬菜比较试验，结果让人意外，
经认证的有机蔬菜、绿色食品蔬菜、
品牌小包装蔬菜虽然在价格上比普
通蔬菜高出好多，但很多指标检测
结果并没有质量优势。天津市消协
秘书长张正认为，对于消费者而言，
要合理、科学消费蔬菜产品，多比较
各个品牌的信誉。

葛媒体视点

政府诚信是社会信用的“定盘星”

社会诚信首先要政府诚信。政
府的公信力是社会公信的支柱。政
府公信力强，就能引领和支撑社会
公信，保障和促进“人和”；政府失去
公信力，就会产生治理危机，甚至导
致社会无序混乱、国家祸患丛生。因
此，将政务诚信放在最前面，既用心
良苦，又契合诚信的演绎逻辑，正如
全国政协委员付志方在全国两会上
直言，政府诚信是社会信用的“定盘
星”。信用是政府的一种基础性执政
资源，必须倍加珍视而绝不能虚耗
透支。如果政府不做诚信表率，其他
方面的诚信也就失去了依恃。

政府诚信首先要官员诚信。官
员信用是政府信用的基础。而现实
中，有的官员弄虚作假，公然撒谎，
不仅自损个人政治道德信誉，也透

支折损着政府形象。政府官员守信
用，是个人修为，更是必须遵守的政
治伦理。

也有人说，政府的公信力，一
方面来源于政府管理国家和公共
事务的绩效，一方面来源于对公众
的尊重、诚信和廉洁行政。诚然，在
当下极易出现官民信任危机的语
境中，更需要打造诚信政府。“国家
诚信增加一分，法治就前进一步。”
反过来说，实行法治的进程，实质
上就是建设国家诚信的过程。社会
公信的保障在法治，法制健全并得
到严格执行，才能有效规范政府和
社会成员的行为，增强人们相互交
往与合作的信任度，保障社会公平
正义和安定有序。（摘自《人民日
报》，作者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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