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官之腐，扰民如蝇危害如虎

最近出现了一个新词，叫“虎
蝇”，指的是那些在身处基层官职不
高，却有着惊人腐败行为的人。比如
家中搜出亿元钱财和大量黄金的

“水官”，比如贪墨386人助学金的某
职业学院学生科副科长，又比如掌
控几百个存折冒领低保金的河南新
安县一民政所的前所长。

这些“虎蝇”被调查被曝光，体
现了“既打老虎又拍苍蝇”的决心，
也对反腐工作提出新的启示。的确，
不论权力是大是小，都需要受到有

效的约束，尤其对于这些“小官”来
说，他们与群众的距离更近，他们的
贪腐行为对群众利益的伤害也更为
直接。因此，下大力气惩治“虎蝇”，
理顺基层的权力关系，不仅是保护
群众的切身利益，更能让群众对反
腐力度有更真切的体会。

在这些“蝇”的前面冠上一个
“虎”字，并非只是描述贪腐数额的
巨大，它也可以用来表示权力滥用
造成的伤害面之广、伤害程度之深。
如果说水是生命之源，那马超群手
中的“水权”可就是关系全区所有居
民的大权；而那位民政所所长冒领
最底层群体的“养命钱”，在老百姓
眼里无异于谋财害命。从这个角度
来看，前段时间擅自给几千用户停
电6小时的电管所长，“电老虎”的自
称也可谓实至名归。

当然，不光是具体的权力滥用威
胁到具体某一方面的群众利益，这些

“虎蝇”的存在更是在群众心里造成
了最直接、最恶劣的影响。类似刘志
军、刘铁男这样的“老虎”，他们的腐
败行径往往隐藏在于某个权力圈子
之内，但前几天被曝光的深圳海关窝
案可就不一样了，他们为走私开绿灯
的行径，可就在当地居民的眼皮子底
下。说个最简单的道理，最能提振某
个村民反腐信心的，很可能不是惩治
了哪个腐败高官，而是惩治了横行乡
里的某个村干部。

和反腐信心的传导是一个道
理，权力体系的“最后一公里”往往
也是最关键的。这些“蝇”之所以成
为“虎”，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
身处特定岗位。个人或小圈子内部
掌控着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再加上

岗位流动性低，内外的监管体系也
不健全，因此形成了监管的死角。从
上述这些案例来看，这种权力失控、
监管缺位的情况是存在的，甚至具
有一定的普遍性。现在最核心的问
题，就是要把这些看似很小的权力，
通通关进笼子。包括明晰各项基层
权力的边界、加强涉及公共资源部
门的信息公开，都是反腐工作的应
有之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虎
蝇”都是值得分析的样本，因为从全
国来看，每一个特定岗位都对应着
一个庞大的群体，而在这个群体背
后，也都隐藏着与落马官员相同或
相似的腐败风险点。只有不分大小
地管好每一项权力，才能形成健康
的基层权力生态，才能让群众切身
感触到反腐带来的好处。

对于这些“小官”来说，他们与群众的距离更近，他们的贪腐行为对群众利益的伤害也更为直接。只有不

分大小地管好每一项权力，才能形成健康的基层权力生态，才能让群众切身感触到反腐带来的好处。

□郑端端

销往国内多省份、价值2200余
万元的品牌电梯，竟然全部是假冒
伪劣产品！近日，湖北荆州警方成
功破获一起制售伪劣电梯案，抓获
1 1名犯罪嫌疑人。这一起案值超
2000万元的电梯售假案，让电梯质
量安全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11

月19日新华网）
从破获制售伪劣电梯的现场

来看，制假售假的电梯作坊根本没
有生产资质，犯罪嫌疑人将无任何
质量保证的拼装电梯，贴上名牌标
签，就堂而皇之地销往全国各地。
电梯如此“缺斤少两”，却被相关部
门检验为“合格”，安装在酒店、商
城等人群聚集的地方，无异于一颗

颗“定时炸弹”，让人揪心。
虽然都是假冒伪劣产品，但不

少都在当地质监部门进行了报装，
并通过了特检机构的检验，这些假
冒伪劣电梯是如何蒙混过关的？从
制售假冒伪劣电梯到流通、销售、
使用，中间环节的监管难道都“瞌
睡”了？

要防止电梯成为“定时炸弹”、
及时拆除这些“炸弹”，相关部门就
要不止于“集群打假”，要形成打假
常态，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惩
一起，绝不姑息，对制售假冒伪劣
产品违法犯罪形成强大的威慑。对
电梯监管过程中出现的失职、渎职
和监督不到位、审批验收不严格等
行为，也要一查到底，严肃问责，坚
决避免监管盲区和法外之地。

葛公民论坛

电梯成“炸弹”击中监管真空

葛一语中的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远不是经
济减速，新常态包含新旧增长点
的拉锯式交替。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
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
葵认为，新常态不应过多关注
宏观经济表现，需要更加深入
地分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些
内涵。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
表象背后，其本质是社会经济制
度的转型。

只有源头控制和末端处理
“双管齐下”，才能实现有效减排。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
长王金南认为，煤炭消费过程中
的污染物排放已成为我国大气污
染的重要来源，仅仅依靠在燃煤
锅炉等污染源安装排污装置等措
施，远远不够。需要结合产业结构
调整、从源头减少污染物排放。

产业提升才能带来标准提
升，标准提升才能带来“高端”产
品。

企业家郑元豹认为，今天说
的高端产品，就是生产精细化管
理与标准化管理的结合品。从产
业提升角度上说，只有工业标准
和技术标准提升了，按照这个标
准生产的产品才能算高端产品。
中国企业强，前提是标准制定要
高。

制度不执行有时候比没有制
度更加糟糕。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张浩认
为，时代在变化,制度也必须与时
俱进，要解决制度滞后、笼统、宽
泛带来的问题，首先必须随着时
代发展及时推进制度建设。要形
成一种系统性的制度体系 ,使制
度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舒圣祥

国家卫计委透露，今年7月，京
津沪等11个试点省、市启动了流动
人口婚育证明电子化改革，婚育证
不需要流动人口本人申领和持有
纸质证明。明年将在全国全面推开
电子婚育证明。（11月19日《京华时
报》）

现实生活中，很多与公众息息
相关的事情，看似并不大也并不复
杂，却总让人感叹“怎么这么难
办”。不仅是“门难进、脸难看”，还
动辄让人跑断腿磨破嘴，材料准备
了一大堆却总少一样，红章盖了无
数个却总少两个。如今，电子婚育
证明的使用，让婚育信息数据联
网，可谓终于“走进新时代”。个人

婚育状况，办事部门上网轻松一查
便可确知。曾经的“大难事”，其实
也就“不过联个网的事儿”。

公众日常生活中需要办的证
可不只生育证明一项，还有很多的
证明和证件，无论是新办还是年
审，均被告知“必须回原籍办理”，
其中很多托人办理都不行，必须本
人亲自前去。有人做过统计，国人
一生至少要办103个证。为什么诸如
此类“不过联个网”的事情，一旦具
体到实践层面，就变得如此艰难？
公众生活中的很多“难事”，所谓

“时机不成熟”也好，所谓“条件不
具备”也罢，其实很多是相关部门

“不作为”。事在人为，像被称为“天
下第一难办”的婚育证明，解决起
来也并没有那么复杂。

便民的“电子证明”越多越好

要推进城镇的发展，使它发
挥其功能和作用，不仅要考虑它
的外在形态，包括住宅、建筑、道
路、环境这些问题，最核心的是要
解决城镇产业支撑的发展问题。
新型城镇化并不单在“城”，“城”
是表象、是载体，它应是一个内外
驱动、上下对应的综合体，它聚集
着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
现代化的发展要素，共同推动一
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这个体系里，产业是骨骼，就
好比一列火车，产业是火车头，是
前驱动，带动着城市的蔓延扩张，
承载着工业的持续发展，影响着
农村的深刻变化。城市是产业的
载体和保障，产业是城市的根基
和内核，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

废。只有城与业相互支撑、融合发
展、同生共兴，城镇化建设才能长
久稳定地走下去。

城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不仅要硬件基础作支撑，更要
产业这个软件作支柱，两者相伴
而生、共同发展。如没有支柱产
业，靠建成区面积粗放扩张的城
镇化道路将难以持续。当前，要把
解决好人的问题作为推进新型城
镇化的关键，走出人为“造城”、现

“空城、睡城”的误区，坚持城市发
展与产业成长“两手抓”，要求顶层
设计必须融入产业配套理念，站在
城镇化的大局上，谋划以产业集聚
发展促进就业岗位的增加，实现
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高度融合。

（摘自《中国企业报》作者周功表）

葛媒体视点

城镇化不能仅考虑“外在形态”

岂能动辄归咎于制度

在生活中，有时会听到这样一
种声音：工作推进不顺时，有的干
部会声称，“不是我们没努力，都怪
机制不健全”；促进发展出现失误
时，有的人会辩解，“根源在于制度
有漏洞”；改革需要强力推进时，有
的则振振有词，“先得建立完善制
度”。在这些人眼中，任何问题讨论
到最后，都可以归结为制度问题。
制度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
装。照此逻辑，只要解决了“制度”
问题，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毋庸讳言，有些工作没有做
好，确与制度、机制不完善有关。
但任何一项制度都不会完美无
缺，动辄归咎于制度没有意义。事
实上，问题的发生总有多方原因，
有些涉及“本”，有些则只关乎

“标”；有些是“天灾”，有些则是人
为。更何况，制度都是靠人执行

的，说到底每个人也是制度的组
成部分，只有经过个人向上向善
的努力，制度才会日臻完善，制度
力量也才会加倍彰显。把干不成
事、干不好事的原因统统归咎于
制度，看似问题找得深，“一竿子
插到底”，实则避重就轻、避实就
虚，“王顾左右而言他”，既不符合
常理逻辑，也无益于解决问题，还
容易遮蔽矛盾的实质。

正所谓“具体变一般，责任全
无关”。若任由如此“太极手”风行，
必然问题成堆、矛盾丛生。是制度
缺位决不迁怒个人，是个人问题也
不应埋怨制度，明晰是非，厘清责
任，这样才会汲取教训、以利前行。

（摘自人民日报，作者杨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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