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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网友口中的“中国版生
死时速”被媒体曝光，整整一
个星期过去了。面对多家媒体
的百般追问，涉事奔驰车主闪
烁其词的态度与“前后矛盾”
的回答，始终无法平息人们对
这起事件的诸多质疑。当时的
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奔驰车失
控后的一个小时又到底发生
了什么，人们越发期待交警部
门的声音。

有了媒体的报道，有了舆

论的关注，“奔驰失控”已然是
公共事件了。面对公共质疑，
在涉事车主、奔驰公司乃至该
领域专家都发出声音的情况
下，涉事交警部门不能再躲躲
闪闪了——— 该说明的说明，该
澄清的澄清，这已是一项最基
本的要求。

如果说人们讨论的是一
件与职责无关的小事、私事，
回避或者说谦逊的态度倒也
无可厚非，但面对一起公共事
件，相关部门必须公开表态。
据最初的报道，车辆失控之
后，车主报了警，三门峡市高
速交警做出了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安排，最终解除了险情。
媒体的公开报道，行政资源的
调动，以及一辆无法排除隐

患、很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的汽
车，种种因素让这起“奔驰失
控”事件成为毫无争议的公共
事件。从公共行政部门的职责
出发，相关交警部门有必要对
公众疑问做出回答。

不仅如此，与广义上的监
管职责不同，在这起事件之
中，交警部门是深度参与的，

“当事人”的角色决定了三门
峡市高速交警有理由也最有
条件澄清事实真相。据记者讲
述，最开始的报道线索就是交
警方面提供的，见报稿件也署
上了通讯员的名字，对于整起
事件的来龙去脉，除了全程参
与的车主本人，为“通力开道”
做出积极贡献的交警最有发
言权。眼下解答舆论场上的质

疑，离不开对整起事件的“复
盘”，既然车主拿不出让公众
满意的、开诚布公的态度，涉
事交警就更不能“玩失踪”了。

当地交警部门表现出的
暧昧态度，其实是很令人失望
的，让人看不到公权力部门所
应有的担当。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如今的“躲闪”与当初向媒
体提供线索时的积极态度形
成鲜明对比，难免引起公众的
担忧。现在的确有个别部门，
对正面宣传十分积极，甚至苦
心孤诣通过“制造大新闻”来
博眼球；对负面信息则是强烈
抵触，习惯于使用“鸵鸟战
术”，静等公共视线的转移。强
烈的反差反映出极不扎实的
工作作风，相比于在具体事件

上的回避态度，政绩观的偏差
显然更具危害性。

就在不久前，中共中央印
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方案》，通过机构职能体系改
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人民群众为之振奋
并充满期待。要顺利达成“优化
职能配置”“提高效率效能”等改
革目标，具体部门的工作作风上
转变不可或缺。但是，面对“奔驰
失控”，相关部门的表现不免让
人心生些许忧虑。但愿这种担忧
是不必要的，因为人们在最初的
报道里看到，在十分紧急的情况
之下，三门峡市高速交警为一
辆失控的汽车打通了道路，那
么，积极现身并回应公众关
切，又有多么难呢？

车主可以闪烁其词，交警不能“躲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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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先做人，从政德为先

□李敬学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
强调指出：“领导干部要讲政
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
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
德、守公德、严私德。”

“政德”一词语出《论语·
为政》篇：“为政以德，譬如北
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
行德治、施仁政奠定了基调。
齐鲁大地根深叶茂的儒家思
想 ，曲 阜“ 三 孔 ”、邹 城“ 两

孟”、嘉祥曾庙等宝贵的文化
财富，为政德教育的开展带
来得天独厚的优势。

明大德，就是要坚定理想
信念，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
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
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守
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心底
无私天地宽。严私德，就是要严
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把
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
修身、廉洁齐家，切实把人民赋
予的权力用来造福于人民。

做官先做人，从政德为先。
《大学》里讲：“自天子以至于庶
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

了个人立德修身的基础作用。
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党员领导干部乃至所有的国家
公职人员，要明确自身定位，诚
意正心，严以修身，严以律己。
一个好官，首先必定是一个好
人，一个有德行的人，能够慎独
慎初慎微慎欲，做到“心不动于
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
惑”。

对内，修养仁德；对外，践
行仁义。内外结合，知行合一，
即为公德。私德是公德的基础，
公德的大小在于私德的养成。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普通人的公德，拓
展开来，是心怀善意，关爱他

人，与人和谐；对于领导干部来
说，则是用好手中权力，关心民
生疾苦，倾听百姓心声。为官一
任，就要造福一方，要时刻牢记
权力源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以人民的
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将公德、私德发挥到极致，
达到“止于至善”之境，即为大
德。公德、私德是具体要求，大
德则是信念、原则。“朝闻道，夕
死可矣”，“道也者，不可须臾离
者也，可离非道也”，心中没有
须臾不可离的“道”，修齐治平
也就无从谈起。从出身豪绅家
庭却满怀爱国热情，慷慨赴义，
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

真”豪迈诗句的夏明翰，到将
矜持不苟、舍己为公作为共产
党员美德，被俘入狱仍坚贞不
屈，写下《可爱的中国》等名篇
的方志敏；从“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三不伸手”“有一份热，
发一份光”的王杰，到无偿献
血6万毫升，资助180多名特困
生，人称“活雷锋”的郭明义，
无论是革命先烈还是普通士
兵，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
党员，正因为他们心中有人民，
心中有信仰，才带给我们同样
的浩然正气。（作者为济宁干部
政德教育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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